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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與項目

一、 第一期食農教育推動計畫(113年至116年)目標說明 

(一) 全程目標

1、 短期(112-114年)： 

(1) 建立良好食農體驗場域。

(2) 學校規劃辦理食農教育課程。

(3) 媒合地區各校採用在地溯源食材，落實地產地消政策。

(4) 教育學子認識三章一 Q農產品標章，向下札根。

(5) 輔導地區農民友善耕作，參加相關農業驗證。

(6) 成立地區農產購物平臺，落實推動食安、環保及地產地消政

策。

(7) 參與各項食農教育訓練，培訓食農教育種子教師。

(8) 建立農產品牌標章，以政府保證，建立消費者對農產品之信

心。

(9) 辦理安心農民市集，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溝通橋樑。

(10) 辦理廚餘回收處理工作並妥善處理再利用。

2、 中期(114-116年)： 

(1) 食農體驗生活化，結合社區再造，納入供餐食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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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生物多樣性良好棲地環境，營造農業環境永續經營。 

(3) 結合地區戰役史蹟、閩南文化、僑鄉文化等特色，納入整體規

劃，建立一系列休閒農業旅遊模式。 

(4) 建立廚餘回收再利用，減少垃圾堆積，取之於民、用之於農、

回饋於民。 

(5) 辦理廚餘回收處理工作並妥善處理再利用。 

3、 長期(116年-)： 

(1) 提高地區農產品自給率，除增加學校選用在地食材比例外，並

將地區餐飲業者納入，推動綠色餐飲標章，並提供優先補助等

機制。 

(2) 推出鮮享季節套餐，結合農業旅遊活動，利用手採、現煮、鮮

食等過程，讓參與者能有美好的體驗，了解食物之珍貴。 

(3) 從食農體驗過程中，尊重農業生態多樣性，從而引發感恩之

心。 

(4) 鼓勵加工業者多加採用地產農產品，以減少碳足跡，穩定農民

收益，互利共生、共創雙贏。 

(5) 推動水獺保育、螢火蟲復育及稀有物種之教育，讓民眾除了在

農業的體驗過程，亦能了解生態與農業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6) 辦理廚餘回收處理工作並妥善處理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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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3年度目標 

1、 落實學校食農教育，入校入班辦理認識三章一 Q 農產品標章宣導，計

10場次。 

2、 媒合地區各國中小採用在地有機蔬菜，原訂一週一道在地有機蔬菜，

目前已有烈嶼國中聯合廚房(含烈嶼國中、上岐國小、卓環國小)、金沙

鎮安瀾國小已達到天天一道在地有機蔬菜，各校採用率逐年上升。 

3、 113年度輔導農民參加有機驗證，由原21公頃成長至46公頃，產銷履歷

驗證作物亦增加瓜菜及短期葉菜類，未來將逐步輔導加入學校營養午

餐供應。 

4、 建立「金享好農」農產品牌，並配合辦理6場次農產品展售活動(金門3

場次、台北2場次、高雄1場次)，推廣金門特色農產品暨農產加工品，

有助提升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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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立「金門農產好愛 GO」line 群組平臺，成立宗旨為「生產者銷無

虞、消費者食無慮」，113年度計銷售金額新臺幣90萬7444元。 

6、 辦理食農教育體驗活動3場次，計有酸高麗菜加工研習、手工羊油皂

DIY 及傳統糕點「摟睡個」(高粱年糕)的體驗活動，計有200人次參

加。 

二、 重要工作項目 

推行食農教育計畫，重要工作項目如下： 

重要工作項目 單位 成果數量 

成立食農教育推動會 式 1 

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議 場 2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場 1 

營運定期定點銷售點 次/處 1 

辦理食農教育活動 場次、人次 3場次/200人次 

盤點地方特色食農教育資源 式 1 

輔導學校辦理食農教育推廣工作 校  

 

三、 實施方法與步驟 

(一) 整合在地農、水、畜產資源，依時令及傳統節氣推廣農產品及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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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田間採樣量能，保障消費者食安。 

(三) 配合金門縣林務所假日花市、金寧鄉石蚵文化季等活動，辦理「金享好

農」安心農產品展售活動。 

(四) 結合金門酒廠酒糟等產物利用農產品加工原理，辦理「酸高麗菜加工」

活動，鼓勵加工業者踴躍採購在地食材。 

(五) 高粱為本縣重要之農作物，早期的高粱品種為「北掃種」，屬純糯性品

種，為讓民眾了解高粱之用途，辦理一場次「高粱年糕」製作。 

(六) 利用有機農戶之場域辦理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鼓勵孩子走進田裡、腳踏

泥土，感受生命來源之喜悅。 

(七) 召開二次食農教育推動會，檢討各單位食農教育推動成效，並依委員意

見調整及優化執行方案。 

(八) 於農產盛產期辦理1場次「金享好農.食在安心」農產品展售活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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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來金之遊程，吸引兩岸三地消費者共同品嚐金門味。 

(九) 利用公部門設立之「金門農產好愛 GO」line 平臺，協助農友銷售當季農

產品，由產地到餐桌，強調「在地生產、新鮮有感」。 

貳、 計畫成果內容 

一、 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體系 

（1） 成立並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 

金門縣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基本資料 

1 「食農教育推動會」成立日期 112年5月25日 

2 「食農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公告日期 112年4月21日 

3 第一次「食農教育推動會」召開日期 113年7月15日 

4 第二次「食農教育推動會」召開日期 113年12月17日 

（2）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課程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28日 

➢ 舉辦地點：金門縣農會 

➢ 活動內容概述：為加強民眾對有機農產品之認識，進而認同地產地消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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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並藉由認識全穀及未精緻雜糧等相關營養課程，讓民眾吃在地、享當

季。 

➢ 活動照片（照片需附文字說明） 

  
(圖1)邀請嘉學社會企業責任負責人

何嘉浩蒞金授課 

(圖2)邀請李選治營養師講解全穀類

及未精緻雜糧營養課程 

  

(圖3)教導學員製作貝果及打蔬果汁 (圖4)學員參與實作課程 

（3） 將相關資源上傳至農業部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本縣因已有經營數年之「金門縣安全蔬果」粉絲團，故相關食農教育題材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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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傳至粉絲專頁，上傳資訊如下表： 

 

上傳日期 主題 瀏覽次數 

113年1月11日 本縣獲得第3屆永續善農獎殊榮 534 

113年1月18日 金門縣農會鼓勵消費者選購在地安全

蔬果 

9 

113年1月24日 林務所假日花市行銷金門安全蔬果 8 

113年1月27日 金門有機集團專區教學童認識農業標

章 

2276 

113年3月14日 農業部部長蒞金參加有機專區 1394 

113年3月15日 金門安全農業示範戶評鑑獲獎人員表

揚 

7306 

113年4月8日 台北希望廣場推廣金門馬鈴薯廣告 819 

113年4月15日 台北希望廣場推廣馬鈴薯新聞 1267 

113年5月17日 第7屆百大青農輔導人員，本縣有2 1652 

113年5月24日 高雄神農市集推廣金門馬鈴薯活動預

告 

479 

113年5月30日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蒞金訪視 407 

113年6月25日 台北車站產業嘉年華農產展售活動預

告 

3982 

113年6月28日 產業嘉年華活動行銷推廣 1872 

113年8月27日 金門芋頭產季開跑推廣文 171 

113年9月5日 金門農業史簡介 398 

113年9月9日 烈嶼鄉芋頭採樣過程介紹 530 

113年9月27日 雜糧作物安全用藥講習 651 

113年10月1日 烈嶼鄉芋頭加強推廣行銷及檢驗報告 1312 

113年10月7日 金門高粱產季推廣文 1148 

113年10月27日 金門縣有機肥培講習會活動預告 533 

113年11月6日 金門高粱年糕體驗活動成果 2087 

113年11月17日 烈嶼鄉芋台北希望廣場行銷文 965 

113年11月22日 金門農產加工品推廣行銷文 679 

113年11月28日 金門安全農業示範戶評鑑文 796 

113年12月14日 金享好農.食在安心農民市集活動文 886 

合計 2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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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採驗過程文宣 金享好農市集活動文宣 

二、 推動在地農產品消費、發展永續農業 

（1） 鼓勵地區國中小優先採用在地有機蔬菜 

本縣自102年起即積極媒合地區國中小、機關採用金門安全蔬菜，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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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校已有固定合作之菜商，且統一採購，配合意願低，自105年行

政會會議決議學童午餐優先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本縣亦配合推動地區

國中小午餐食材採用四章一 Q(後改為三章一 Q)，由107年採用率為7%迄

今，業已成長為99%以上。 

另為照顧在地有機產業，落實地產地消政策，本府於111年函請地區各

國中小每週至少採用一道以上在地有機蔬菜，截至目前，已有多校幾乎

達到天天在地有機蔬菜，成效卓著。 

  
111年辦理為學童試吃午餐記者會 本縣有機專區生產之蔬菜首批供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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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第1學期使用在地有機蔬菜統計

表 

辦理午餐訪視蔬菜採樣情形 

 

（2） 成立維運定期定點銷售點，營造產消友善環境 

➢ 金門縣農會安全蔬果專櫃 

 舉辦月份：全年 

 地點：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號 

 內容概述：113年度計協助地區小農銷售安全或有機蔬菜2萬6431

包，收益計新臺幣113萬073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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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農產好愛 GO 群組 

 舉辦月份：全年 

 地點：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縣府內) 

 內容概述：地區小農生產當季農產品，經本府派員田間採樣送質譜

快篩合格後，始得於群組上市販售，113年度總計協助農民120人

次，總銷售金額為新臺幣90萬7444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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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享好農.食在安心市集活動 

 舉辦月份：113年12月14日 

 地點：金門縣商會前廣場 

 內容概述：活動地點為金城鎮模範街前，為旅金觀光客必去行程之

一，活動有效吸引兩岸三地消費者駐足，且現場多樣農產加工品試

吃品嚐，達到食農教育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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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農會安全蔬果專櫃 金享好農食在安心市集一偶 

 

三、 培養均衡飲食觀念、減少食物浪費 

（1） 推廣全民多元攝取全榖及未精製雜糧，培養民眾健康均衡飲食 

1. 營養教育： 

團體營養教育共辦理27場次，合計752位長者參加，本年度根據112年問

卷調查，針對長者飲食知識較低的飲食類別，以均衡飲食為基礎，發展

4款教案(我的餐盤知多少-均衡飲食報哩栽、蔬菜類-呷菜抗三高、全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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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類-芋仔安置甘丹呷、乳品及堅果類-憶起抗氧化鈣高尚)，持續以2

階段講座及實作課程，提升長者對於未精製全穀雜糧、蔬菜、乳品及堅

果類食物攝取之認知態度和行為。  

2. 動手做教學強調攝取量： 

團體營養教育課程中安排手作課程，邀請社區中的支援營養師共同參

與。例如，課程準備糙米 DIY 製作爆米花穀飲，搭配簡報讓長者邊食用

邊學習；準備湯匙，讓長者自行拿取每日建議量一湯匙的堅果種子，製

作堅果飲；提供各種新鮮生菜，讓長者自行取用；親自倒取一份奶的量

泡牛奶等。活動旨在讓長者們具體了解每日攝取份量的重要性，培養正

確的營養習慣，增強長者們的社區參與感和歸屬感，注入新的活力和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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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門大學護理系與金寧衛生所合辦營養電

鍋料理課程 

與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合辦營養糙米 DIY爆

米花製作課程 

  

課程中與長者互動討論，提升參與感 讓長者自己動手秤出每日攝取份量，感受更

具體 

 

 

（2） 推動食品及農產品包裝減量，導入食材全食物有效利用 

分別在113年8月23、24日於衛生局行政大樓3樓、金門縣政府多媒體教室辦理

【推動餐飲業落實食材全食物有效利用】培訓課程2場次，參與對象為本縣持

廚師證照之餐飲業者，合計1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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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8月24日金門縣政府多媒體教室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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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普及食農教育推廣、深化食農研究創新 

（1） 落實食農教育議題於學校教育，結合校園餐食，發展教學策略 

⚫ 活動名稱：古寧400年石蚵地景～石蚵田擎蚵體驗 

⚫ 舉辦日期：113年7月5日 

⚫ 活動地點：古寧頭北山海堤 

⚫ 參加人數：29人 

⚫ 內容概述：蚵養殖業對環保有一定的貢獻，學生可以了解養殖業如何

促進海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並學習如何保護土地和海洋資源。 

  
認識石蚵的養殖過程 認識石蚵的營養價值 

⚫ 活動名稱：戶外教育 參訪鹽田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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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西園鹽場文化館 

⚫ 參加人數：106人 

⚫ 內容概述：透過走讀提供學生對鹽產生產過程、綠能和鹽田等方面的

知識。 

  

  
認識鹽的生產過程 

 

⚫ 活動名稱：種菜體驗活動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14日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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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西口國小 

⚫ 參加人數：44人 

⚫ 內容概述：每班小朋友可選擇各班要種植的蔬菜，由小朋友進行日

常照顧，觀察生長情形。採收後，可自行決定要帶回家或是交給廚

工阿姨作為午餐佳餚，大家一起享用。 

⚫ 教育內容包含：鬆土、播種、澆水、拔雜草、抓菜蟲、觀察蔬菜生

長、採收。 

  

種植蔬菜 採收白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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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南瓜生長 南瓜入午餐菜餚 

⚫ 活動名稱：新前墩西瓜節 學童種西瓜活動 

⚫ 活動地點：新前墩 

⚫ 參加人數：39人 

⚫ 內容概述：學童種西瓜活動是一項結合食農教育與戶外體驗的學習

活動，讓孩子們親手種植西瓜，了解從播種、施肥、澆水到收成的

整個生長過程。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下，學童不僅學習農業知識，還

能培養耐心與責任感。活動中透過團隊合作完成種植任務，提升協

作與觀察能力。此外，孩子們也能親近大自然，增強環保意識，最

終收穫自己的勞動成果，享受種植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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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種菜趣 

⚫ 活動日期：113年12月18日 

⚫ 活動地點：安瀾國小 

⚫ 參加人數：26人 

⚫ 內容概述：種菜趣活動讓孩子親身體驗從耕作到收成的全過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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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基礎農耕知識與種植技巧。透過翻土、播種、澆水與照顧植物，

培養耐心與責任感。當蔬菜成熟時，學童親手採收，並學習簡單的

料理方式，將自己的農作物變成美味佳餚。這不僅讓孩子感受自給

自足的成就感，也提升對食物與環境的珍惜，體驗健康飲食的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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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在地農村文化、部落、客庄等推動食農教育活動 

甲、 活動名稱：金門石蚵文化季 

 舉辦日期：113年4月27日、113年5月4-5日 

 活動地點：古寧頭北山出海口、金門大橋湖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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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每年春季是金門石蚵最肥美的季節，人說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金寧鄉古寧頭 因臨近海邊，早期以討海為生，金門石蚵附著於

花崗岩石而生，古寧頭海域的蚵林更為壯觀，金寧鄉公所每年於石

蚵盛產之季，定會辦理一場石蚵文化季，落實食農教育體驗，寓教

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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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數：約3000人次。 

乙、 活動名稱：烈嶼鄉芋頭文化季 

 舉辦日期：113年10月12-13日 

 活動地點：金門縣烈嶼鄉 

 內容：每年秋天為烈嶼鄉芋頭產季，因烈嶼土壤及氣候特殊，所生

產之芋頭香味濃郁、口感綿密，深受消費者喜愛，每年一到芋頭產

季，各地的訂單如雪片般飛來，機場貨運站滿滿的芋頭禮盒，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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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氣之大。 

  

  

  

 參加人數：約3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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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成果效益說明 

一、 地方特色的執行成果亮點 

(一) 輔導地區有機驗證面積，本府訂定「金門縣發展有機農業補助要點」

(如附件9)，自105年3戶，面積3.2859公頃，成長至114年13戶，面積為

46.7998公頃 

(二) 產銷履歷驗證面積自109年510公頃(驗證作物僅小麥)，成長至113年

1,298公頃，驗證作物除小麥外，另增加高粱、紅龍果、番石榴、瓜菜、葉

菜、芋頭等作物，除可追溯生產源頭外，並落實安全用藥，避免農藥殘留

危害消費者健康。 

(三) 不定期入校入班宣導農產品標章及農產品金門話教學，向下札根，從學校

教育落實友善農業之根基，強化學童對農業之認識，認同縣政府推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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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採用在地有機蔬菜之用意，113年度總計辦理10場次。 

(四) 鼓勵加工業者採用在地農產品，多元化開發農產加工品，不定期赴台

北希望廣場、神農市集展售，提升台灣消費者的認同及品牌知名度，增加

農民收益。 

(五) 改善農民產品包裝，113年度計輔導改善3家次。 

(六) 地區國中小採用三章一 Q溯源食材比例，由109年的23.45%成長至113年

99.37%，目前已有多所學校每周至少採用3-4次在地有機蔬菜，除可維護學

童食安外，並有效鼓勵農民加入有機驗證行列。 

(七) 金門縣農業試驗所每周定期至田間採樣送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辦理生

化法、金門縣衛生局辦理質譜快篩檢驗，且採逐批檢驗方式，嚴格控管農

產品農藥殘留情形。 

(八) 金門縣政府為協助小農行銷，即建立「金門農產好愛 GO」line 群組，

以「生產者銷無虞、消費者食無慮」為宗旨，並加強田間採樣送國立宜蘭

大學、瑠公農產品檢驗中心辦理質譜快篩，檢驗198種農藥殘留，並於24小

時內即可得知檢驗結果，有效杜絕不合格農產品上市，113年度計協助小農

120人次，創造收益達90萬7,444元。 

(九) 在金門縣農會超市設置「金門安全蔬果」專櫃，教導消費者選購金門

在地安全蔬果，維護自身食安，113年度總計銷售113萬0,7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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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相關文件如下列，檢附檔案於附件： 

附件一、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之簡報 

附件二、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之相關活動照片(簡述活動名稱，限50張

以內) 

二、 可量化效益 

 (根據指標成果項目內容，可提出相關量化數值成效，如活動參與人次等) 

指標項目 單位 成果數量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課程 場次 1 

營運定期定點銷售點 處 1 

鼓勵地區國中小採用三章一 Q 食材 百分比 99% 

辦理營養教育相關課程 場次 1 

輔導業者推行包裝減量作業 次 3 

輔導業者導入食材全食物有效利用 家次 2場次/121人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參與人次 場次、人次 3場次/200人  

 

三、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1. 維護學童食安，增加有機驗證面積，達成農業環境永續經營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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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傳統產業之傳承，教育下一輩惜食之觀念。 

3. 從產地到餐桌，減少食物哩程，降低碳排放，實現淨零農業之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