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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依山傍海的自然環境，造就高雄農業的獨特性與多樣性，農工商產業並重

發展，兼具食材生產、食品加工、流通與消費等多重角色，且農業具有一定的

規模產值，是奠定高雄市成為宜居、幸福、健康安全城市的厚實的基礎。面對

全球貿易自由化、氣候變遷及國際政經情勢對糧食穩定供應及農林漁牧產業鏈

的健全與永續發展的影響，提昇市民對農業及糧食生產系統與重要農業議題之

瞭解，提高對於在地農業與生產者的支持，是高雄市城鄉均衡發展的重要課題。 

《食農教育法》1於民國111年5月4日正式施行，依據《食農教育法》第三

條食農教育之定義，係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國民基本農業生產、

農產加工、友善環境、友善生產育養及畜牧、動物福利、食物選擇、餐飲製備

知能及實踐、剩食處理，增進飲食、環境與農業連結，促使國民重視自身健康

與農漁村、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展，並採取行動之教育過程」。透過食農教育

所欲培育民眾之食農素養乃是「為使國民在充分食農相關知識及資訊支持下，

選擇合乎個人需求並有助農業及食安環境永續發展之國民素養」。為達成前項

目標，第四條除明定食農教育六大推動方針外，第二項亦明定主管機關應依前

項方針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將該計畫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為落實《食農教育法》之推動，高雄市政府於 112 年 2 月 14 日完成《高雄

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並於當年度 7 月份完成跨局處的食農教育

現況盤點及推動分工，第一期五年期的《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除依循食

農教育法精神、整合局處資源，亦將呼應國際食農教育趨勢，擘畫高雄市食農

教育推動願景與執行計畫，發揮整體綜效。 

 

 

 
1 《食農教育法》於民國 111 年 5月 4日經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100037911號令公布，全文二十

條，自公布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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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評析與食農教育趨勢 

 推動食農教育的多元視角 

《食農教育法》以「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

少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為六

大推動核心，是國內近年來公私部門投入國產農產品支持，與強化大眾食農意

識的重要階段成果；正式立法則是啟動跨部門協力、確認推動機制及獎勵與預

算法制化，常態化推動的開始。 

食農教育法制化亦回應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2「安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

促進優質農業生產與消費」面向之相關結論，透過立法建立系統性的食農教育

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動。綜整相關結論可見，食農教育之推動乃是立基

在生活實踐中，透過食農教育人員培訓、食農知識與資訊的傳播、鼓勵城鄉交

流、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與相互支持等多元方式的推廣，增進國人對於

農村與農業的認識，將農業永續、糧食安全等概念深入全民生活，進而達成支

持國產農產品消費及落實國人健康飲食生活的目標，亦是《食農教育法》第一

條揭示的立法目的。 

食農教育法制化同時反應了千禧年以降國內公私部門接軌國際間對於農

業與糧食系統的關注與行動，包含：現代農業與食物生產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糧食資源利用的社會公平問題、農業從生產為主轉為多功能化發展，及食品安

全問題引發民眾對於食物來源與食品安全的關注等議題，在多重驅力的促進與

公私部門的協力，進而完成立法。 

農食議題具有複雜性及與攸關民生日常的兩種特質，從促進農業生產轉型

及重塑具韌性與永續的農食產業鏈的角度，思考食農教育的推動—如何重塑及

引導民眾理解農業與食物的價值，搭建多元的推動途徑與管道是立法後接續的

挑戰，亟需產官學及民間部門的跨領域合作及推進。 

 

 
2 由農業部前身農委會於民國 107年 9月 7日至 8日召開，針對國內當前重要的農業課題，深入探

討所面臨的挑戰與契機，擘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及未來施政發展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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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農教育的趨勢與挑戰 

氣候變遷、資源耗竭、社會平權等全球性議題深深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永續

發展，聯合國在 2015 年提出「2030 永續發展議程」，包含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及 169 個細項指標，指引 2016-

2030年全球邁向永續的共同語言與方向。17 個 SDGs涵蓋經濟成長、社會融合

與環境保護三個面向的關鍵議題，糧食與農業是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核心，

從消除貧窮與飢餓，乃至因應氣候變遷、維護自然資源，都與農糧議題脫離不

了關係3。 

近年來各國積極推動飲食及農業相關教育，將提升國民的飲食素養、農業

素養等目標，作為回應農業發展、糧食安全、民眾健康及環境永續等議題的解

方，推動食農教育可視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行動策略。食農教育所回應的永

續發展重要指標包含「目標 2：零飢餓—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

農業」、「目標 4:優質教育—確保包容與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

機會」，明顯呼應「農食」及「教育」是各國實踐永續發展路徑的關鍵角色。 

此外針對生產及消費的議題，「目標 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確保永續的

消費和生產模式」項下 12.3「將零售與消費者階層上的全球糧食浪費減半，並

減少生產與供應鏈上的糧食損失，包括採後損失」的細項目標，突顯農漁業生

產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農業部門對減碳的承諾與貢獻正逐漸受到重視。 

 

  

 

3 資料來源：FAO（2016）.Food and agriculture - Key to achiev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b326cbf0-52b1-4c19-bbfb-

31e59992ef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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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廣現況檢視 

高雄市政府於《食農教育法》施行前，便已積極投入食農教育之推廣，透

過相關的政策作為與推進，期能帶動高雄農產業的轉型，及提昇民眾的食農意

識與素養4。相關施政包含：推廣有機友善及生產驗證農產品；培育青年農民朝

向農業六級產業化發展；培訓及媒合學校與農漁民老師協同教學，深化校園食

農教育的內涵；成立高雄首選電商平台、支持常態定點的農民市集，推動優質

農產品讓民眾方便取得在地且安全的生鮮農產及加工品；同時，著力於促進市

民營養及健康的飲食觀念宣導，及重視多元族群飲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等，從

多元面向落實食農教育，更曾獲得民間組織所舉辦的「2022食育力城市大調查」

的五星縣市，時為六都唯一入選。藉由各局處食農教育現況盤點及成果彙整，

茲將高雄市食農教育現況及特色羅列分述如下： 

 

 建立食農教育及飲食教育相關人員增能培訓及推廣獎勵機制 

高雄市政府推動食農教育、飲食教育及營養健康之促進工作，已常態進行

之人員增能培訓工作包含： 

（一）食農教育增能培訓課程：農業局自107年迄今持續舉辦食農教育推廣計

畫，結合教師增能工作坊及農民種子老師培訓坊（110年-111年教師增

能培訓工作坊計6場次， 287人次參加、農民種子老師培訓坊4場次計

有102人次參與），辦理食農教育教案徵選及農民種子老師入校協同教

學之媒合工作，及補助課程執行費用，深化校園食農教育推廣。113年

度以 SDGs 永續發展目標及經濟動物福利為主題，辦理5場次多元主題

活動，含專題講座、展覽、參訪經濟動物場域及電影賞析等，召募56

名教師共同激盪食農教育與動物保護的推動新思維。 

教育局持續推動飲食教育多元活化課程計畫，透過提案審查、觀議課

及期末發表，鼓勵國中小學以融入課程、制定校訂課程等方式推動飲

食教育。112年度計有7校參與、113年度為8校，深化飲食教育結合食

農教育之推展。 

 

4 高雄市食農教育相關推廣進程及階段成果彙整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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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農民培育：鼓勵本市青年農民食農教育人員(農民學院等)資格認

證，持續辦理農業六級產業化觀念養成及培育-型農培育初階班、青年

農民交流及型農書會、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等培力青年農民朝向食農

教育、六級產業化發展。 

（三）食安教育及社區營養相關人員培訓：113 年度衛生局辦理食安教育及

營養人員相關培訓課程，包含舉辦 24 場次食品業者食安教育訓練，

1,582 人次參加（111 年迄今共辦理 45場次，合計 3,507人次受訓）；

社區營養師培訓 6 場次，238 人次參加(111 年度迄今辦理 12 場次，

528 人次參加)；健康護衛隊 8 場次，376 人次參加(111 年度迄今辦理

9 場次，483 人次參加)；社區據點備餐經理人 8 場次，530 人次參加

(111 年度迄今辦理 12 場次，952 人次參加)；113 年度新增辦理高齡

友善飲食環境營造培訓 2 場次，90 人次參加。 

（四）為回應《食農教育法》之落實，除持續辦理前項人員增能及培育工作，

人事處亦協助辦理食農教育培訓課程，提供公務人員及食農教育專業

人員在職訓練及增能學習。人事處人發中心112-113年辦理學習列車講

座一場次、推動「食農教育」數位學習課程2門2學分，共計11,772人

次完成課程。 

（五）為表彰對推動高雄市食農教育具有貢獻者，市府依據「食農教育法」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計

畫」，並於113年9月辦理農業部辦理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

初選暨「首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初選結果計有11案

個人組及團體組薦送農業部參加複審及決審，並獲選為高雄市首屆食

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得主，由市長頒發獎座及獎金一萬元。首屆國家食

農教育傑出貢獻獎成績揭曉，有機生產者-李法憲榮獲個人組優等、高

雄市南隆國中、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發展協會榮獲團體組優等，獲

獎數為全國第二，突顯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成果。 

 建置「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廣計畫網站」，整合食農教育相關資訊 

（一） 建置食農教育推廣計畫網站：農業局於110年建置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廣

計畫網站（網址：https://agri.kcg.gov.tw/fae/）作為食農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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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基礎，除累積107年迄今食農教育及飲食教育教案成果54案及51

位農民種子老師資訊外，並提供食農焦點報導、教案徵選、農民老師百

寶箱、食農教育資源、影音專區等資源，新增製作「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頁面，提供有志參與食農教育之學校社群、食農教育實務工作者及明晰

高雄食農教育112-116年推動重點及願景目標。 

（二）研商跨局處資訊整合作法：112年7月召集跨局處會議相關局處達成共

識，為落實全民食農教育之精神及整合跨局處之食農教育、飲食教育、

午餐教育、環保惜食、淨零碳排等資訊，彙整農業局、教育局、衛生

局、環境保護局等相關資訊之超連結，藉由整合資訊、持續更新，及

充實多元內容，擴大網站使用及互動的社群對象。 

（三）推動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相關課程，本府原民會規劃部落大學師資入校

開設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相關課程，計畫期間於桃源區、那瑪夏區及茂

林區之國中小學，將依學校課程安排及季節性，每年安排至少1場次之

飲食文化課程，以傳承原住民之飲食文化智慧。 

 

 推動安全農業，營造友善產銷連結的介面 

（一）推動安全農業-農畜產品溯源及標示制度與有機友善耕作：高雄市積極

推動安全農業及有機友善栽培，截至113年底輔導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共

2305戶、面積4,039公頃；取得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條碼(QR code)共

7,026戶；113年底從事有機栽培農戶為835戶，登記栽培面積為 

1,711.06 公頃，有機農業驗證面積為全國第三大。通過產銷履歷及友

善飼養驗證之畜牧場為12場。另針對農業部建議增列推廣綠色保育標

章制度及產品，113年度協助6人次綠色保育標章認證的農友參與市府

主辦之神農市集，另於8月份邀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參與市集推

廣綠色保育標章制度。 

（二）提昇水產品安全：新增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達108戶，台灣水產品生產

追溯條碼新增181戶，共計輔導289戶取得標章認證。113年輔導梓官區

漁會及5家水產品加工廠取得農業部漁業署水產加工智能設備補助，提

昇水產品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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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藥風險減半及品質管制：113年農業局累計執行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

963、安全用藥講習35場次、聘任植物醫生兩名、辦理市售成品農藥品

質抽驗39件，舉辦農業管理人員訓練45場次，1053人次受訓。 

（四）營造產銷連結的友善介面：除率全國之先於民國96年支持全台第一個

由立案的農民組織—社團法人高雄市微風市集志業協會，建立自主管

理監督機制的微風市集外，108年由高雄市農業局與農會合作成立「高

雄首選電商平台」，因應消費模式轉變，以「友善小農」及協助行銷為

經營宗旨，每季提撥30%盈餘作為公益基金，鼓勵民眾消費兼作公益。

111年6月開始每月定期定點經營的神農市集，推動農民參與產銷履歷

驗證與「高雄首選」農產優質認證，提供農民及消費者互動平台，增

加優質農產品能見度，提供高雄優質農產品及農友多元的支持管道。

113年神農市集共辦理11場次三章一 Q 農產品推廣，結合親子 DIY 及

廚藝教室活動，計有90,000人次參與。 

 

 推廣學校午餐、市府公務餐廳及社區供餐據點採用在地農產品 

（一）推廣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及在地食材：行政院於106年度啟動

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政策，高雄即為試辦的縣市之一，教育

局業已訂定「補助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實施計畫」，113年度

截至5月底本市學校申請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校數已達100%(334校)、

學校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比率達99%。此外，農業局亦自109年度開始

辦理「學校午餐食用高雄在地優質截切水果獎勵計畫」，提供餐後採用

截切鳳梨、芭樂、木瓜及火龍果等4種高雄水果的國中小學及幼兒園補

助金，補充學童營養並支持高雄水果，教育局鼓勵學校參與並就執行

成果核予相關人員行政敘獎，113年申請學校數為52所（112-113年申

請學校達109所）。 

（二）提升市府員工餐廳採用在地食材及三章一 Q 食材比例：行政及國際處

113年度回應農業部建議增列三章一 Q食材佔總採購比例，四維及鳳山

行政中心兩處員工餐廳於113年6-11月各項食材採購具有三章一 Q 標

章（示）佔比如下：：蔬菜1,5809公斤(三章一 Q 佔比63％，9,9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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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水果1,737公斤（三章一 Q 佔比43％，745公斤）、水產品1720公

斤(三章一 Q佔比74％，1,276公斤)、畜產品6,507公斤(三章一 Q 佔比

84％，5,460公斤)、米6,448公斤（三章一 Q 佔比81％，5,232公斤）。

除蔬菜、水果外，各品項三章一 Q 食材採購佔比已超過七成；同時，

相較112年基準年（1-6月）的採購量：蔬菜1,524公斤、水產品187.5

公斤、畜產品1,129公斤及水果251.75公斤，亦大幅提昇。 

（三）推廣社福及社區供餐據點採用國產食材：衛生局於38處社區據點所辦

理的營養團衛課程持續推廣在地食材的使用，亦於長照中心所屬的巷

弄長照站及224處醫事 C 據點的供餐服務中鼓勵優先採用在地食材，其

中一處醫事 C 據點結合開心農場，中午共餐使用自種食材；社會局所

轄的442處(112年基準年為413處)提供長輩共餐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供餐形式多元，包含志工烹煮、團膳及自助餐業者協助供應等；原住

民事務委員會服務之32處（112年為29處）文化健康站及客家事務委員

會的20處（112年為19處）伯公照護站，所提供的長者供餐服務及健康

促進課程，亦優先鼓勵使用在地及文化特色食材。 

（四）鼓勵農產品經營者申請產銷履歷分裝、流通驗證，俾利學校午餐、通

路業者能有多元化的產銷履歷產品可以選購：目前本市現有6家農產品

經營者取得產銷履歷分裝或流通驗證、12家水產品經營業者取得產銷

履歷加工驗證，而針對海撈水產品無法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則鼓勵取

得追溯條碼，供學校及通路採購之選擇。 

 

 連結食安五環，確保校園及市民食品安全 

（一）跨局處成立食品安全推動小組：行政院於106年6月起推動「食安五環」

政策，高雄市於102年跨局處成立「食品安全專案小組」整合衛生局、

農業局、海洋局、教育局、環境保護局、經濟發展局、勞工局、財政

局、消保官、研考會及新聞局等11局處；並於105年組成「食安專家諮

詢團」提供重大食安或突發性事件之專業諮詢與指導，針對美豬、開

放日本福島五縣輸入國內等食安相關議題以科學根據、風險評估及國

際標準等原則加強查驗、溯源管理及產地標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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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食安五環進行稽查、抽驗及相關宣導：113年衛生局依據食安五環計

畫查驗市售產品含學校及自行規劃抽驗共3,750件(111年-113年計

8,417件)、配合農業局國產食材推廣，檢測生鮮蔬果279件（111-113

年計842件）；環保署辦理化學物質及食品安全教育宣導6場，976人次

參加（111-113年計14場，1915人次）；海洋局「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

測計畫」抽測233戶業者之養殖水產品，把關養殖水產品安全。 

（三）輔導餐飲業者取得衛生管理分級認證：衛生局為提升餐飲業者品質，

113年輔導311家餐飲業者通過分級評核認證（111-113計600家），提昇

業者自主管理能力、推廣地方特色伴手禮，藉以提昇顧客滿意度，維

護觀光客及市民食的安全。 

（四）保障校園午餐安全：本市從105年開始為保障學校午餐之衛生安全及推

廣章 Q 食材之使用，由農業局與海洋局、教育局及衛生局執行跨局處

聯合稽查高雄市高中、國中小校園食材，由教育局負責管理學校午餐

驗收作業流程、紀錄及人員衛生、食材登錄作業情形，農業局及海洋

局負責確認學校使用三章一 Q 生鮮食材的符合性及可追溯性，並抽驗

生鮮食材；衛生局則是查核學校廚房現場作業環境衛生、人員衛生及

製備流程等是否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並針對午餐成品與

半成品食材之抽驗。教育局並訂定「高雄市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

生鮮食材獎勵金實施計畫」及「協助本市偏遠學校學童午餐使用安全

食材計畫」，保障校園午餐食安。113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共計辦理

85校。 

 

 促進市民營養及健康飲食，傳承多元族群飲食文化特色 

高雄市為多元族群的組成，在閩南、客家、原住民族外，東南亞新住民

的加入更豐富高雄的族群及文化的多樣性；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結構改變，疾

病型態改變及人口老化，影響所及社會安全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增加。高雄

市政府各局因應市民營養及飲食健康之促進，同時兼顧多元族群飲食文化之

需求及傳承。相關局處之推廣業務如下： 

（一）市民營養及飲食健康促進：衛生局針對市民的飲食健康，著力推廣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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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針對國人飲食營養基準需求的「我的餐盤」六大類食物均衡

飲食概念，透過多元的傳播管道及海報、影片等媒介，及各式場域與

跨部門合作，提供民眾均衡健康的飲食觀念。113年結合自助餐飲業者

及宣導海報，宣導健康均衡飲食觀念，觸及民眾60,104人次。在全市

38區社區據點辦理社區營養團衛相關課程搭配搭當季食材進行營養教

育，達347場次（111年-113年計525場次）、全穀及未精製雜糧推廣122

場次（111年-113年計159場次），並於巷弄長照站及220處醫事 C 據點

辦理共餐業務宣傳優先採用在地食材，照顧長者健康。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所服務的32個文化健康站的服務指標中納入供餐飲食健康及營養、

備餐流程與動線，及尊重在地族群特性提供因地制宜的餐食等指標。

客家事務委員會在本市20處伯公照顧站辦理長者餐飲服務及客家美食

健康促進課程，除採用在地農產品並提供相關資訊，落實長輩飲食健

康與安全。針對國產優質禽畜產品之推廣，農業局113年度辦理4場次

相關標章及選購之畜產食農推廣活動；教育局辦理8場次學校午餐執行

秘書國產序產品三章一 Q 教育訓練及溯源畜產品辨識。 

（二）多元族群飲食文化傳承與創新：高雄市兼容多元的族群及飲食文化，

透過各局處的推廣及活動辦理達成傳承及創新在地飲食文化。113年度

農業局整合各區農會成立「高雄夏祭新鮮市」專屬品牌，辦理4場次農

產業文化推廣活動，行銷大樹、六龜、旗山、那瑪夏特色農產。海洋

局辦理「2024大海開吃」活動，集結興達港、永安、彌陀、梓官及高

雄區漁會，舉辦在地海鮮美食嘉年華及漁村文化體驗活動。原民會以

在地食材規劃原住民餐食、烹飪技巧及特色料理課程，並依循中央原

民會建議，規劃自114年度邀請部落大學師資入原鄉中小學開設原民飲

食文化課程講座，推動飲食文化傳承。客委會透過不定期舉辦客家活

動與特色市集推廣客家飲食文化，113年度辦理「客家粄條節」，推廣

客家米食文化與在地農業價值，結合26家美濃在地店家，計1,200人次

民眾參與；「客家小炒全國爭霸賽南區初選」邀集26隊餐廳大廚同場競

賽，帶動觀光，計1,000人次民眾參與。 

文化局透過高雄市圖書館總館及各分館辦理多元族群及文化的飲食傳

承及創新活動，透過書展、專題講座、繪本導讀、體驗及走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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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多元族群的飲食文化，促進對多元文化融合的理解與尊重。113年

辦理19場次活動，吸引近萬民眾參與。觀光局113年透過辦理「第15屆

台日觀光高峰論壇」的晚宴活動，推廣高雄各區及原民美食；並結合

「乘風而騎」、「海線潮旅行」等活動，納入在地特色食材店家，邀請

民眾體驗。 

 

 結合永續發展目標，推廣校園及民眾食農教育 

永續發展與農糧議題密不可分，推動食農教育亦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行

動策略。市府農業局於 107年開始有系統推動校園食農教育，鼓勵學校結合高

雄農漁物產，融入永續發展目標及淨零排放的議題，提昇學童對家鄉產業及環

境的意識與關注，《食農教育法》立法後，各局處亦從多元面向、多元主題及場

域與民間部門協力推動食農教育。 

（一）多面向食農教育教材編撰與設計：113年度農業局協助本市6所獲選農

業部「食農教育推廣計畫」之國中小學訪視及計畫管考，食農教育網

站平台新增112年度教育局飲食教育教案7件，累計54件教案；動保處

拓展 SDGs 永續觀點及經濟動物福利議題，推動動保種子教師培訓及相

關課程體驗。教育局輔導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申請農糧署食米

學園計畫。衛生局從111年-113年完成8套教案，含括均衡飲食、三蔬

二果、全穀、乳品及食魚增肌等主題，所製作的健康餐食海報，113年

辦理4場次學校廚工教育訓練，600人參與受訓。海洋局啟動校園食農

教育巡迴列車，宣導學童食魚教育及海洋保育知能。 

（二）鼓勵多元食農教育場域：113年度農業局輔導8件農村再生社區之食農

教育規劃及活動，海洋局協助彌陀區漯底社區完成食農教育教案1套，

並辦理5場次食農教育推廣，350人次參與。環境保護局輔導高旗山糖

廠社區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並輔導發展相關食農教育課程；環保

局亦鼓勵餐飲業者加入環保餐廳，推廣惜食減廢的餐飲趨勢，目前高

市有445家環保餐廳。 

（三）拓展在地特色食農教育推廣活動：高市府各局處著力於相關活動結合

食農教育辦理，拓展食農推廣的面向及效益。113年度原民會邀請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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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及品牌業者於「原駁館」辦理愛玉、醃漬梅、大地寶石皂等4場

次食農教育 DIY體驗活動。客委會辦理6場客庄古道及文學風情小旅行

結合食農教育推廣活動，233人次參與。環境保護局舉辦「2024世界環

境日~減塑呷健康」活動，將惜食行動落實於生活中，約400位民眾參

與。農業局辦理5場次 SDGs 永續觀點與經濟動物福利活動，推廣教師

將動保新思維融入教學；另針對一般民眾辦理田園饗宴1場、食材尋寶

隊活動2場及微風市集4場次三章一 Q 食材認識活動及2場次親子料理

營等，帶動市民認識在地食材及運用。海洋局透過「港灣旨味祭-2024

高雄海味年貨市集」、「夯魚包」及「高雄食品展」等活動推廣本市在

地水產品及進行食魚教育宣導。教育局則與癌症關懷基金會合作辦理

12場次小樂活講座及10場次「蔬果彩虹579」活動，提昇學童對於在地

當令及健康飲食的認識，共計約有15,000人次學童參與。 

（四） 結合社區照顧據點及農村綠色照顧推廣高齡者食農教育：113年度衛生

局於38區社區據點、農漁會辦理營養團體衛教課程及健康均衡飲食宣

導347場次，6,336人次參加；於225處 C 級巷弄長照站推廣營養餐盤教

育訓練宣傳講座168人次參與。社會局辦理據點人員基礎訓練，課程內

容包含高齡者營養餐食設計及烹飪技巧等，計411人次參與。農業局輔

導各農會積極爭取農委會綠色照顧推動示範計畫，加強推動高齡者綠

色照顧多元學習課程及健康供餐服務，並輔導水寮、新威、內東及新和

四個社區錄取農村水保署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推展食農教育國際交流 

高雄市政府藉由與日本姊妹市的農產品推廣及融入學生午餐的高雄物產

認識及食農教育，促進食農教育的國際連結。此外，亦透過外賓的來訪交流

及禮品採購備製等，推廣高雄特色物產。 

（一）東京八王子市學童午餐金鑽鳳梨品嚐及食農教育：日本東京都八王子

市與高雄市在2006年締結國際友好交流城市，兩市學子亦藉由聯合畫

展及文化、體育交流等，深化互動。農業局於112年二次提供金鑽鳳梨

供八王子全市38所國中、14,500萬師生搭配一日學校午餐食用，113年

度5月份媒合八王子台灣友好交流協會採購鳳梨捐贈國中師生食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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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教育委員會亦準備食農教育教材，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說明高雄與

八王子市之間的連結、高雄港都特色，讓師生在品嚐鳳梨的香甜與細

緻口感之餘，更認識高雄，強化姊妹市情誼。 

（二）行政暨國際處113年度首次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合辦「2024台日大港水

果祭」，加強宣傳台灣可輸日或外銷的優質水果、加工品，並舉辦市集

活動，鼓勵民眾品嚐、採購鳳梨及香蕉等在地農產產品。此外，市府

的訪賓贈禮均以「高雄在地物產」為採購原則，藉此提升本市優質農

產品的能見度，推廣高雄物產豐富及多元文化的特色。 

 

肆、高雄市食農教育發展願景與政策目標 

 發展願景 

（一）強化食農教育體系的協同運作： 

整合市府十二個局處（衛生局、教育局、環境保護局、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文化局、海洋局、觀光局、社會局、經濟發

展局、行政國際處、人事處）資源，強化食農教育協同合作及推動。 

（二）充實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平臺的多元功能及跨局處的資料整合，並提

昇食農教育人員之在職進修及專業知能。 

（三）因應不同發展階段與型態之需求，建立在地的食農教育學習管道及內

容，普及學校、社區及各式團體的食農教育學習資源，俾利民眾就近

參與，並藉此強化多元組織及場域共同推廣食農教育工作的能力。 

（四）落實多元管道的食農教育實施，提昇市民對於農業及糧食生產系統相

關知識及重大農業議題的認識，提昇糧食自給率、穩定糧食供應、減

少食物浪費及振興農村經濟，促進農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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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願景 

113 年度本府依循前述推動願景，訂定 112-116 年度推動進程落實推動。 

圖 2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112-116年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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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目標 

為使中央及地方食農教育政策具一致性，本府依循農業部「第一期食農

教育推動計畫」四大主軸目標及二十項行動策略，並依據高雄市跨局處資源

盤點及現況，彙整高雄市食農教育四大主軸目標及十八項行動策略。 

 

圖 3高雄市食農教育四大主軸目標及行動策略 

 

 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行動策略與執行內容 

為落實食農教育之推動、整合跨局處分工與相關業務之盤整，高市府依《食

農教育法》第 4 條明定主管機關應依該條第 1項六大推動方針訂定食農教育推

動計畫，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將該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及第 8 條主管機

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團體代表組成食農教育推

動會之規定，除已訂定並公告「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並據此

邀及市府各機關共同研討推動相關政策，召集跨局處會議，商議及彙整「高雄

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局處分工」及行動策略，作為高市府食農教育推動第

一期計畫（草案）之依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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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高雄市政府各局處食農教育相關業務彙整 

 考核機制 

本府依據高雄市現況擬定四大主軸工作之推動策略與局處分工，更進一步

訂定執行內容與關鍵績效指標，以利五年一期之滾動檢討，及各局處半年期的

例行填報，期透過各局處共同努力推動，深化高雄市的食農教育推廣，打造永

續的農業與飲食環境。 

本計畫執行期程自民國 112年至 116年，由各主（協）辦局處依分工表推

動辦理，並於每半年（當年度 6 月及 12 月）填報執行情形及成效，由農業局彙

整送農業部，進行高雄市成果列管及追蹤作業。 

表 1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分工表 

主軸目標一：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體系 

行動策略 執行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分工局處 

1-1 

訂定食農推動計

畫 

1-1-1 

成立推動會及訂定食

農教育法相關子法規

及行政規則 

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

次 

主辦：農業局 

1-1-2 

訂定第一期食農教育

推動計畫 

訂定並修正推動計畫/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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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立食農教育人

員培訓及增能機

制 

1-2-1 

常態辦理食農教育專

業人員增能、在職訓

練，提昇食農教育知能 

食農教育人員增能課

程及活動/場次 

主辦：農業局 

協辦：衛生局、

人事處 

1-2-2 

常態辦理各級學校教

師食農及飲食教育研

習及增能活動，提昇食

農教育教學知能 

舉辦教師食農及飲食

教育研習及活動 

/場次 

主辦：教育局、

農業局 

1-3 

建立食農教育獎

勵機制 

1-3-1 

訂定食農教育推廣獎

勵制度，鼓勵各界推動

食農教育 

補助食農教育推廣計

畫及活動/數量 
主辦：農業局 

1-4 

設置食農教育資

訊整合平臺 

1-4-1 

建置高雄食農教育資

訊整合平臺，持續更

新、整合資訊，並充實

多元內容 

更新食農教育資訊、成

果及教材的頻度 

主辦：農業局 

協辦：教育局、

衛生局、環境保

護局 

 

主軸目標二：推動在地農產品消費、發展永續農業 

行動策略 執行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分工局處 

2-1 

鼓勵標示原始

產地 

2-1-1 

輔導農漁畜生產者申請

QR Code 及產銷履歷，

生產安全溯源、環境友

善及品質穩定之農產品 

申請農畜產品溯源及

標示制度/戶數 
主辦：農業局 

申請水產品溯源及標

示制度/戶數 
主辦：海洋局 

2-1-2 

持續推動有機及友善農

業，擴大耕作面積，提

升農產品安全 

推動有機友善耕作戶

數/面積 
主辦：農業局 

2-2 

優先採用國產

及在地農食 

2-2-1 

推動學校午餐優先採用

國產可溯源食材及高雄

特色物產 

學校午餐申請截切水

果獎勵/校數、次數 
主辦：農業局 

學校午餐申請國產可

溯源食材補助金/校

數比例 

主辦：教育局 

2-2-2 

鼓勵市府員工餐廳採用

在地農產品 

每月採購國產可溯源

農產品/品項數量、比

例 

主辦：行政暨國

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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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鼓勵社福單位、

社區供餐據點採用在地

農產品及提供食材資訊 

社區據點飲食及課程

採用在地食材/站點

數量、比例 

主辦：衛生局、

社會局、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客

家事務委員會 

2-2-4 

推動企業團購平臺，建

立農糧產品 CSR 制度，

提高民眾與企業採購在

地優質農產的驅力 

企業行銷推廣活動/

場次 
主辦：農業局 

2-3 

開發在地食材

加工 

2-3-1 

媒合農、畜產品加工 

媒合農畜產加工/品

項、家數 
主辦：農業局 

2-3-2 

輔導及鼓勵各區漁會研

發調理加工水產品，及

提昇相關加工技術 

輔導水產加工品/品

項、家數 
主辦：海洋局 

2-4 

營造產銷友善

環境 

2-4-1 

定期定點辦理有機及友

善農民市集，並新增及

輔導農村社區農產品產

銷推廣活動及據點 

設置定期定點農民市

集、產銷推廣據點/數

量 

主辦：農業局 

協辦：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2-4-2 

推廣綠色保育標章制度

及產品 

輔導綠色保育標章生

產者參與農民市集/

數量 

主辦：農業局 

2-5確保市民食

品安全 

2-5-1 

連結食安五環，確保校

園及市民食品安全 

稽查及抽驗、相關宣

導活動/次數 

主辦：教育局、

海洋局、環境保

護局、衛生局 

2-5-2 

推動安全農業、農藥風

險減半及品質管制 

農業殘留檢驗、宣導

講座/次數 
主辦：農業局 

 

主軸目標三：培養均衡飲食觀念、減少食物浪費 

行動策略 執行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分工局處 

3-1 

發展飲食健康

推廣策略 

3-1-1 

推廣國產農糧、漁、畜

產品，強化營養教育 

辦理營養教育宣導活

動/場次 

主辦：農業局、

海洋局、教育局、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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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補助原住民部落文化健

康站，推動原住民族飲

食文化及在地食材推廣 

文化健康站在地食材

供餐及推廣/站點數、

比例 

主辦：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3-1-3 

推廣多元攝取全榖及未

精製雜糧之健康飲食 

大眾營養教育宣導活

動/場次 
主辦：衛生局 

3-1-4 

依據 「每日飲食指南」

發展健康飲食教材，培

養民眾健康均衡飲食觀

念及建立支持網絡 

大眾營養教育教材及

教案開發/數量 

主辦：衛生局 

 

3-2 

推動農食文化

傳承與創新 

3-2-1 

結合農漁會推廣及家政

輔導工作，傳承及創新

在地飲食文化 

農漁會飲食文化推廣

活動及課程/數量 

主辦：農業局、

海洋局 

3-2-2 

推動原住民族飲食文化

相關課程 

原民飲食文化課程/

場次 
主辦：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部落大學師資入原民

重點國中小校開設飲

食文化課程/場次 

3-2-3 

辦理多元客家飲食文化

推廣活動 

客家飲食文化推廣活

動/場次 

主辦：客家事務

委員會 

3-2-4 

辦理多元族群及文化之

飲食傳承或創新相關推

廣活動 

多元飲食文化推廣活

動/場次 

主辦：文化局 

主辦：觀光局 

3-3 

提供優質農產

平價消費 

3-3-1 

鼓勵民間參與，關懷國

人並讓民眾認識國產農

產品 

媒合國內通路推廣盛

產農漁產品/場次 

主辦：農業局、

海洋局 

3-3-2 

擴大多元行銷及推廣措

施，提昇當季農產品消

費 

當季農產行銷推廣活

動/場次 
主辦：農業局 

3-4 

倡議珍惜食

物、永續環境 

3-4-1 

推動食品及農產品包裝

減量，減少資源浪費 

包裝減量稽核及宣導

活動/數量 

主辦：環境保護

局 

3-4-2 

推動餐飲業者落實全食

物利用及符合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 

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

核認證/業者家數 

主辦：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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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響應惜食,推廣惜食教

育 

辦理惜食（低碳飲食）

活動及教育宣導 

/場次 

主辦：環境保護

局 

3-4-4 

降低學校午餐廚餘量，

減少食物浪費 

辦理午餐人員增能研

習/場次 

學童教育宣導媒介或

方式/頻度 

主辦：教育局 

3-4-5 

推動廚餘再利用 

廚餘回收堆肥/數量、

比例 

主辦：環境保護

局 

 

主軸目標四：普及食農教育推廣、深化食農研究創新 

行動策略 執行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分工局處 

4-1 

落實校園食農

教育推廣 

4-1-1 

國產可溯源農產品結合

校園午餐，推動食農教

育及相關活動 

校園午餐食農教育

活動/推廣比例 
主辦：教育局 

4-1-2 

鼓勵及支持學校及教師

發展食農及飲食教育策

略，營造校園食農教育

素養學習環境 

校園食農教育推廣

及補助計畫/數量 

主辦：教育局、農

業局 

4-1-3 

多元食農教育教材編撰

及教案設計 

發展食農教育、飲食

教育的多元媒材及

教案編撰/數量 

主辦：農業局、 

教育局、衛生局、

海洋局 

4-1-4 

鼓勵各級學校結合戶外

教育，規劃食農教育場

域體驗及學習活動 

戶外教學前往食農

教育場域/學校數、

比例 

主辦：教育局 

4-2 

鼓勵多元食農

場域 

4-2-1 

鼓勵農漁村社區、特色

農遊場域、林下經濟產

業場域、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觀光工廠等，結

合食農教育 

社區組織、農場、農

企業、食品觀光工

廠、環教場所發展食

農教育主題/場域數

量 

主辦：農業局、海

洋局、環境保護

局、經濟發展局 

4-2-2 

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

廣食農教育 

各類據點食農教育

推廣活動/場次 

主辦：衛生局、社

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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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依據在地農業

特色推動食農

教育 

4-3-1 

辦理食農教育推廣活動

(含畜禽友善飼養與動

物福祉)，鼓勵多元團體

投入全民食農教育 

多元團體辦理食農

教育活動/場次 

主辦：農業局、海

洋局、教育局、文

化局、環境保護

局、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客家事

務委員會 

4-4 

結合農村綠色

照顧推廣高齡

者食農教育 

4-4-1 

結合供餐，落實農村社

區高齡者及弱勢家庭的

食農教育 

農漁會、農村社區申

請綠色照顧計畫/數

量 

主辦：農業局 

4-4-2 

針對高齡者發展多元食

農教育體驗及學習活動 

農漁會、社區綠色照

顧站辦理食農教育

活動/場次 

主辦：農業局 

4-5 

推廣國際食農

教育交流 

4-5-1 

鼓勵高雄市產官學相關

食農推廣單位辦理及參

與國際交流，拓展國際

連結 

結合高雄農產推廣，

國際食農教育之交

流與合作狀態 

主辦：農業局、教

育局、行政暨國

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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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一、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廣進程及階段成果彙整 

時間 重要大事 說明 

一、暖身期 

96年- 

(2007) 

微風市集成立（迄

今） 

 結合市府輔導及民眾的支持，提供有機生產者

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平台與空間。 

 全台第一個立案的農民組織—社團法人高雄

市微風市集志業協會，建立自主管理機制。 

102年- 

(2013) 

「高雄一日農夫體

驗趣」農村體驗活

動啟動 

結合六級產業與農村再生社區辦理，讓遊客在大

自然教室中學習農業知識，育教於樂。 

推動「綠色友善餐

廳」輔導 

透過輔導及評鑑機制，搭起農民、主廚和消費者

的健康飲食橋樑，將安全的食材送至餐桌，讓餐

廳放心製作美味料理、民眾安心食用品嚐食材原

有的味道。 

啟動「型農培訓

班」迄今 

 培訓青農農業六級產業化暨軟實力的經營能

力，帶動高雄市農業發展及農產業升級。 

 《型農本色》刊物彙編及推廣。 

106年 

（2017） 

教育局、農業局、

海洋局及衛生局跨

局處落實學校午餐

採用四章一 Q食材

政策 

配合行政院「食安五環」政策，強化學校午餐食

材安全性，感受在地飲食文化，培養在地低碳飲

食習慣，開展食農教育與生活教育。 

二、高雄市農業局食農教育推廣教育計畫啟動 

107年 

(2018) 

高雄市食農教育推

廣計畫元年：融入

課程、結合物產 

輔導前鎮國小及附設幼兒園、正興國小、舊城國

小三校啟動校園食農教育。 

108年 

(2019) 

食農教育推廣第二

年：農民種子老師

入校協同教學 

創全台之先，培訓農民種子老師與學校協同教學

的知能，並成功媒合六所小學及三所幼兒園進行

合作教學。 

11月 15 日「高雄

首選電商平台」開

賣 

高雄市農業局與農會合作，因應消費模式轉變，

成立電商平台，以「友善小農」、協助行銷為經營

宗旨，每季提撥 30%盈餘作為公益基金，鼓勵民

眾消費兼作公益。 

109年 

(2020) 

高雄食農教育推廣

第三年：山海城鄉

共好 

 持續輔導十二所小學及幼兒園，開展校園食農

教育。 

 彙整食農教育電子書，便利推廣及與傳播。 

 舉辦七日成果展，吸引民眾關注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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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學校午餐採用

高雄在地優質截切

水果（迄今） 

提供水果獎勵金，鼓勵校園午餐多採用 4 種夏天

當季截切水果：鳳梨、芭樂、木瓜及火龍果，帶

動學童食用在地當季水果，有益健康也照顧農

民。 

110年 

(2021) 

高雄食農教育推廣

計畫第四年：連結

永續發展國際思潮 

 連結永續發展目標，擴大食農教育視野。 

 輔導十二所學校及農民老師，結合 SDGs 及在

地物產發展食農教育教案，兼具國際視野與在

地性。 

建置高雄市食農教

育推廣網站 

搭建永續食農教育資源平台與網絡，系統性累積

食農教材與資源。 

建立食農共學與專

家輔導機制 

 因應 COVID-19 疫情，發展線上共學，突破距

離限制，提昇教師參與培力工作坊的動能。 

 組織專家輔導團隊，透過課程共備及觀課，陪

伴學校優化食農教案。 

二、食農教育立法：確認機制、跨部門協力推動 

111年 

(2022) 

3月 18-25 日食農

教育成果展「高雄

永續食農養成記」 

結合食農教育與 SDGs 的主題策展形式，在疫情

期間超過 2000 人觀展，吸引電子與平面媒體報

導，擴大市民對食農教育的認識與關注。 

6月神農市集於凹

子底公園開辦 

推動農民參與產銷履歷驗證與「高雄首選」農產

優質認證，提供農民及消費者互動平台，增加優

質農產品能見度。 

勇奪 2022 食育力

五星城市殊榮 

由媒體《食力》發起的「2022 食育力」城市調查，

高雄市為六都唯一入選五星城市。 

食農教育推廣第五

年：實踐永續食農

與淨零排放 

以「高雄食農有本事」為年度主題，連結國際淨

零排放議題趨勢，擘畫全民食農教育未來。 

設立「綠色友善餐

廳」獎項，強化推

廣力道 

設立「誠食在地食材獎」、「綠色永續經營獎」獎

項，鼓勵健康與永續的在地實踐家。 

112年 

（2023） 

2月 14日「高雄

市政府食農教育推

動會設置要點」生

效 

 農業局將攜手各局處代表、專家學者及團體組

成食農教育推動會，培育全民食農素養 。 

 高雄市扎根校園食農教育五年有成，合計推出

47套教案、培訓 51 位農民老師，邁向全民食

農教育下一階段。 

5月 5日-14日食

農教育成果展「高

雄食農有本事」 

 農業局與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合作辦理，結合

高雄食農大事記、校園及社區食農教育靜態成

果展，及 5場主題講座及 9場導覽，吸引更多

社群關注，推廣全民食農教育。 

 靜態成果展包含 12 所學校與農民老師的校園

食農教育，以及由高雄科技大學陪伴六龜地區

四位青農所發展的農場食農體驗遊程，擴展食

農教育實施的多元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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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修正

「高雄市政府食農

教育推動會設置要

點」函頒下達 

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第三點已

明定推動會組成人員，為配合本府政策目標，增

納 2名青年學生代表。 

11月 29 日召開高

雄市第一屆第 1 次

食農教育推動會 

 頒贈高雄市政府第一屆食農教育推動會委員

聘書。 

 就高市府食農教育推動分工及局處現況盤點

進行報告，提請委員建言。 

113年 

（2024） 

4月 17日 

高雄市營養師食農

教育專業人員共同

培訓課程 

由高雄市衛生局、營養師公會，邀請農業部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協助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共同

培訓課程」，供有意投入食農教育推廣之高雄市

營養師增能學習。 

4-5月辦理跨局處

食農教育工作坊 

113年 4月 17日及 5月 21日辦理 2 場次食農教育工

作坊，第一場針對永續飲食探討 ESG 浪潮下，搭建餐

飲業者及生產的協力網絡；第二場邀請衛生局營養

師、社會局社工、農漁會綠色照顧推廣人員，擴大社

區食農教育的推廣量能。兩場次計有 118人次參與。 

擬定「第一屆高雄

市政府食農教育傑

出貢獻獎獎勵計

畫」 

擬定「第一屆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

勵計畫」，俟 113年 6月 13日食農教育推動會決

議。 

協助農業部食農教

育推廣計畫入選學

校管考。 

農業部辦理「113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補助」，本市共計 6 所學校入選，由本

局負責計畫管考及撥款。 

輔導農村社區參與

農村水保署綠色照

顧計畫 

本年度輔導 4案錄取農村水保署 113年綠色照顧

計畫，獲補助社區分別為大樹區水寮社區、六龜

區新威社區、內門區內東社區、杉林區新和社區。 

輔導農村再生社區

食農教育提案 

優先受理 113年優先受理農村再生社區於年度農

村再生計畫所提之食農教育相關規畫及活動，共

輔導 8件提案。 

第一屆「國家食農

教育傑出人員貢獻

獎」暨首屆「高雄

市食農教育傑出貢

獻獎」 

辦理農業部辦理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

獎」初選暨「首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

選拔，本市計有 9 組個人組、9 組團體組報名。

初選結果 11 案個人組及團體組薦送農業部參加

複審及決審，並獲選為高雄市首屆食農教育傑出

貢獻獎得主。2025 年 1 月 14 日首屆國家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獎成績揭曉，有機生產者-李法憲榮

獲個人組優等、高雄市南隆國中、高雄市永安區

新港社區發展協會榮獲團體組優等，獲獎數為全

國第二，突顯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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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112-116 年）執行進度填列 

主軸目標一：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體系 

行動 

策略 

執行 

內容 

關鍵績

效 

指標 

112年基準年 

113年上半

年(1-5

月) 

執行情況 

113 年下半年

(6-12 月) 

現況更新 

局處 

1-1 

訂定食

農推動

計畫 

1-1-1

  

成立推

動會及

訂定食

農教育

法相關

子法規

及行政

規則。 

召開食

農教育

推動會/

次 

1.食農教育推

動會每半年

至少召開 1

次推動會。 

2.已 制 定 法

規：高雄市

政府食農教

育推動會設

置要點。 

3.待 制 定 法

規：高雄市

政府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

獎 獎 勵 計

畫。 

1.食農教育

推動會每

半年至少

召開1次推

動會。 

2.112年 2月

14日訂定：

高雄市政

府食農教

育推動會

設置要點。 

3.擬定「第一

屆高雄市

政府食農

教育傑出

貢獻獎獎

勵計畫」，

俟 113年 6

月 13日食

農教育推

動會決議。 

1.食農教育推

動 會 第 一

場:113年6月

12辦理「食農

教育推動會

第一屆第2次

會議」，討論

食農教育計

畫指標及委

員建議事項、

食農教育貢

獻提案，人數

50人。第二

場 :於 113年

12月2日辦理

「食農教育

推動會第一

屆 第 3 次 會

議」。 

2.「高雄市第

一屆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

獎獎勵計

畫」於113年

7月17日公

告，配合農

業部「第一

屆國家食農

教育傑出貢

獻獎徵件」

辦理初審，

遴選出本市

個人及團體

食農教育貢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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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者。 

1-1-2   

訂定第

一期食

農教育

推動計

畫 

訂定並

修正推

動計畫/

式 

1.辦理跨局處

會議，協調

業務分工及

盤點，初擬

第一期食農

教育推動計

畫。 

2.依食農教育

推動會會議

指示辦理本

市第一期食

農教育推動

計畫。 

1.辦理跨局

處會議，協

調業務分

工及盤點，

擬訂第一

期食農教

育推動計

畫，並函送

農業部核

定。 

2.依食農教

育推動會

會議指示

辦理本市

第 一 期

(112-116

年)食農教

育推動計

畫。 

本市「食農教育

5年計畫」經農

業部 113 年 10

月 30 日核定，

每半年追蹤各

局處指標辦理

情形。 

1-2 

建立食

農教育

人員培

訓及增

能機制 

1-2-1

   

常態辦

理食農

教育專

業人員

增能、

在職訓

練，提

昇食農

教育知

能 

食農教

育人員

增能課

程及活

動/場次 

行銷輔導科： 

1.食農教育推

廣 計 畫

（ 107-111

年）培訓教

師及農民老

師食農教育

知能。 

2.辦理食農教

育專業人員

在職訓練。 

農民組織科： 

1.鼓勵本市青

年農民積極

參訓食農教

育人員(農民

學院等)資格

認證。 

2.農業六級產

業化觀念養

成及培育-型

農培育初階

班、青年農民

交流(型農讀

行銷輔導科： 
113 年 4 月 17

日及 5月 21日

辦理 2 場次食

農 教 育 工 作

坊，分別針對

在 ESG 浪潮

下，如何搭建

生產者及餐飲

部門的協力網

絡，及邀請衛

生局營養師、

社會局社工、

農漁會綠色照

顧推廣人員集

思如何擴大社

區食農教育的

推廣量能。 

農民組織科： 

1.鼓勵本市

青年農民

積極參訓

食農教育

人員(農民

學院等)資

行銷輔導科： 
113年 6月 25日

辦理高雄市「國

家食農教育傑出

貢獻獎」徵選說

明暨交流會，提

供有意願申請之

個人及團體瞭解

計畫內涵與報名

機制，歡迎積極

投入食農教育推

廣的高雄市民及

各類團體夥伴。 

農民組織科： 

1.鼓勵本市青

年農民積極

參訓食農教

育人員(農民

學院等)資格

認證。 

2.農業六級產

業化觀念養

成及培育-型

農培育初階

班、青年農民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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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青創

農企業孵育

計畫。 

格認證。 

2.農業六級

產業化觀

念養成及

培育-型農

培育初階

班、青年農

民交流(型

農 讀 書

會)、青創

農企業孵

育計畫。 

高雄市動保

護處： 

113年 7-8月

預計辦理3場

次，分別專題

演講、參觀展

覽、參訪與食

農相關之經

濟動物相關

場域、電影等

多元面向，招

募至少140名

教師，共同激

盪出新思維

與動保的火

花。 

交流(型農讀

書會)、青創

農企業孵育

計畫。型農讀

書會：農遊攻

略錦囊 4/29

農春鎮生態

教育農場，參

加人數35人。 

高雄市動保護

處： 

動物保護處拓

展 SDGs 永續觀

點與經濟動物

福利：113年 7-

8 月辦理 5 場

次，分別專題演

講、參觀展覽、

參訪與食農相

關之經濟動物

相關場域、電影

等多元面向，招

募 65 名教師，

共同激盪出食

農教育新思維

與動保的火花。        

食品衛生科： 

持續辦理食品

業者 (食品技

師 )食安教育

訓練。111 年迄

今共計辦理 21

場次，計 1925

人次。 

健康管理科: 

持續辦理社區

營養相關人員

培訓。 

1.111 年 共 辦

理 2場次社

區營養師培

訓，計有160

食品衛生科： 

持續辦理食

品業者食安

教育訓練。

113年上半年

共計辦理 14

場 次 ， 計

1,116人次。 

健康管理科: 

持續辦理社

區營養相關

人員培訓。 

1.113年社區

營養師培

訓共辦理6

場次，計有

食品衛生科： 

持續辦理食品

業者食安教育

訓練。113 年下

半年共計辦理

10 場次，計 466

人次。 

健康管理科: 

社區營養相關

人員培訓: 

1.社區據點備

餐經理人培

訓，共辦理8

場次，計有

530 人 次 參

加。 

協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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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加；

112年截至7

月底辦理 4

場次，計有

130 人 次 參

加。 

2.健康護衛隊

(健康志工) 

112年截至7

月底辦理 1

場次，計有

107 人 次 參

加。 

3.社區據點備

餐 經 理 人

(111年共辦

理3場次，計

有 310 人 次

參加；112年

截至 7月底

辦理1場次，

計 112 人 次

參加)。 

238人次參

加。 

2.健康護衛

隊(健康志

工) 113年

共辦理8場

次，計有

376人次參

加。 

2.社區民眾營

養識能提升

培訓，共辦理

2場次，計有

90人次參加。 

協調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合辦

食農教育人員

培訓課程 

人發中心辦

理情形如下： 

1.實體課程： 

5月23日辦

理「高雄

『讚』出來

-創意小農

產業研習

班」1場次，

參訓人數

36人。 

2. 學習列車： 

新興區公

所於 6月 7

日辦理「不

讓病從口

入 ~ 養 生

保 健 蔬

果」1場次，

參訓人數

人發中心辦理

情形如下： 

1.學習列車：新

興區公所於6

月 7 日 辦 理

「不讓病從

口入 ~養生

保健蔬果」1

場次，參訓人

數30人。 

2.數位學習：本

府「港都 e學

苑」推動「食

農教育」數位

學習相關課

程，共2門2小

時。 

(1)「低碳蔬食

活力 GO」(認

證時數 1 小

時)，計 3,608

協辦：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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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 

3. 數位學習：

本府「港都

e學苑」推

動「食農教

育」數位學

習相關課

程，共2門2

小時。 

(1)「低碳蔬

食活力 GO」

(認證時數

1小時)，計

3,920人完

成課程。 

(2)「低碳蔬

食綠生活」

(認證時數

1小時)，計

2,959人完

成課程。 

人完成課程。 

(2)「低碳蔬食

綠生活」(認

證時數 1 小

時)，計 1,285

人完成課程。 

1-2-2 

常態辦

理各級

學校教

師食農

及飲食

教育研

習及增

能 活

動，提

昇食農

教育教

學知能 

 

舉辦教

師食農

及飲食

教育研

習及活

動/場次 

1.鼓勵學校參

與國教署以

及相關單位

辦理飲食教

育課程。 

2.邀請講師舉

辦飲食教育

多 元 化 課

程。 

3.飲食教育計

畫學校進行

公開觀課、

議課諮詢輔

導事宜。 

1.於 113年 5

月29日(星

期三)假油

廠國小辦

理113學年

度「高雄市

飲食教育

多元活化

課程計畫」

說明會一

場次。 

2.112學年度

「高雄市

飲食教育

多元活化

課程計畫」

期末公開

觀、議課，

於 113年 4

月11日(星

期四) 辦

教育局： 

1.於 113年 9月

20 日 ( 星 期

五)於油廠國

小辦理「113

學年度飲食

教育多元活

化課程計畫」

申請案件複

審 學 校 共 3

件，校訂課程

共5校(5所國

小)申請，融

入課程共3校

(2所國中、1

所 國 小 ) 申

請，提請委員

進行複審審

閱。 

2.113年10月23

日(星期三)

早上10時，於

油廠國小召

主辦： 

教育局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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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成7校

諮詢審查，

刻正請學

校檢送成

果報告。 

開「113學年

度飲食教育

多元活化課

程」期中訪視

共識會議。 

農業局： 

預計 114 年辦

理食農教育專

業人員培訓。 

1-3 

建立食

農教育

獎勵機

制 

1-3-1

   

訂定食

農教育

推廣獎

勵 制

度，鼓

勵各界

推動食

農教育 

補助食

農教育

推廣計

畫及活

動/數量 

 

行銷輔導科： 

高雄食農教育

推廣計畫，補

助學校及農民

老師食農教育

執行費用。 

農民組織科： 

補助青年農民

參訓食農教育

課程學費，上

限 2萬元。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村

再生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所提之食農

教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 

行銷輔導科： 

擬定「第一屆

高雄市政府

食農教育傑

出貢獻獎獎

勵計畫」，俟

113年 6月 13

日食農教育

推動會決議。 

農民組織科： 

補助青年農

民參訓食農

教育課程學

費，上限 2萬

元。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

村再生社區

於年度農村

再生計畫所

提之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113

年輔導提案 8

件。 

行銷輔導科： 

「高雄市第一

屆食農教育傑

出貢獻獎獎勵

計畫」於 113

年 7月 17日公

告，113 年 9

月 12 日遴選出

個人及團體，

共 11 組。 

農民組織科： 

補助青年農民

參訓食農教育

課程學費，上

限 2萬元。113

年參訓 1 門課

程。 

農村發展科： 

完成 8件農村

再生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所提之食農

教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 

主辦： 

農業局 

 

1-4 

設置食

農教育

資訊整

合平臺 

 

1-4-1

   

建置高

雄食農

教育資

訊整合

平臺，

持續更

新、整

合 資

更新食

農教育

資訊、

成果及

教材的

頻度 

已設置高雄食

農教育推廣資

訊整合與推廣

平臺，持續更

新並跨局處充

實多元內容。 

已設置高雄

市食農教育

推廣資訊整

合平臺（網

址 ：

https://agr

i.kcg.gov.t

w/fae/），持

續更新並跨

局處充實多

1.已設置高雄

市食農教育

推廣資訊整

合平臺（網

址：

https://agr

i.kcg.gov.t

w/fae/），持

續更新並跨

局處充實多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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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

充實多

元內容 

元內容。 元內容。 

2.107-111年刊

登54套教

案，刊登教

育局112年飲

食教育教案7

套。 

轉知、鼓勵學

校使用農業局

建置食農教育

推廣平台，讓

師生能認識食

農。 

轉知學校有

關農業局辦

理「學校食農

教育推廣-學

校教案徵選」

計畫，鼓勵學

校參與食農

教案撰寫、落

實課程實施。 

同 113 年上半

年執行情況 

協辦： 

教育局 

食品衛生科： 

於臉書雄健康

粉絲專頁提供

食 安 相 關 資

訊。111年迄今

共提供 21則食

安相關資訊，

觸 及 人 次

107520人。 

健康管理科: 

(持續辦理中)

於衛生局臉書

(雄健康)及高

雄社區資源平

台及科室臉書

(高雄 GO健康)

推播健康營養

及食農教育相

關資訊。 

長照中心： 

透過通訊軟體

群組協助向據

點推廣「高雄

食農教育推廣

資訊整合與推

廣平臺」。 

食品衛生科： 

於臉書雄健

康粉絲專頁

提供食安相

關資訊。113

年 1-5 月共

提供 15 則食

安相關資訊，

觸 及 人 次

57,465人。 

健康管理科、 

長照中心（同

112 年基準

年） 

食品衛生科： 

於臉書雄健康

粉絲專頁提供

食安相關資訊。

113 年 6-11 月

共提供 7 則食

安相關資訊，計

16,900 觸及人

次。 

健康管理科： 

於衛生局臉書

(雄健康)及高

雄社區資源平

台及科室臉書

(高雄 GO 健康)

推播健康營養

及食農教育相

關資訊。 

長照中心： 

透過通訊軟體

群組協助向 224

處醫事 C 據點

推廣「高雄食農

教育推廣資訊

整合與推廣平

臺」。 

協辦： 

衛生局 

 

1.設置「高雄

市環境教育

1、2點同 112

年基準年。 

1.1、2點同112

年基準年。 

協辦： 

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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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網」網

址：https: 

//khenvedu.k

cg.gov.tw/ 

2.設置「高雄

市低碳樂活

食光網」網

址 ：

https://lc

loho.kcg.g

ov.tw/，供

各機關蔬食

響應成果填

報統計，並

維持推廣響

應。 

3.今年度推

廣一週一

蔬食響應

活動，共計

169處機關

響應，總響

應天數達

2,841天，

計 64,201

人次響應

並執行，共

減少碳排

放 量

50,076.78 

kg-CO2e。 

2.今年度推廣

一週一蔬食

響應活動，共

計176處機關

響應，總響應

天數達6,154

天 ， 計

149,004人次

響應並執行，

共減少碳排

放量116,223 

kg-CO2
e。 

護局 

 

主軸目標二：推動在地農產品消費、發展永續農業 

行動 

策略 

執行 

內容 

關鍵績

效 

指標 

112年基準年 

113年上半

年(1-5

月) 

執行情況 

113年下半年

(6-12 月) 

現況更新 

局處 

2-1 

鼓 勵

標 示

原 始

產地 

2-1-1

   

輔 導 農

漁 畜 生

產 者 申

請 QR 

Code 及

產 銷 履

歷，生產

安 全 溯

源、環境

友 善 及

品 質 穩

定 之 農

產品 

申 請 農

畜 產 品

溯 源 及

標 示 制

度/戶數 

 

畜產管理科： 

1.輔 導 本 市

畜 牧 場 通

過 產 銷 履

歷 及 友 善

飼養驗證 

2.專 人 到 場

輔 導 說 明

驗 證 相 關

資 料 與 申

請程序，並

透 過 補 助

驗 證 相 關

費用，以提

高 農 民 申

請意願，生

產 安 全 畜

禽品。 

植物 防疫及

畜產管理科： 

1.持續輔導

本市畜牧

場申請產

銷履歷及

友善飼養

驗證，目前

通過6場。 

2.專人到場

輔導說明

驗證相關

資 訊 3 場

次，藉補助

驗證相關

費用提高

農民申請

意願以利

推動。 

 

畜產管理科： 

1.持續輔導本

市畜牧場申

請產銷履歷

及友善飼養

驗證，目前累

計通過12場。 

2.專人到場輔

導說明驗證

相關資訊1場

次，藉補助驗

證相關費用

提高農民申

請意願以利

推動。 

植物防疫及生

態保育科 

1.持續鼓勵本

市 農 民 申  

主辦： 

農業局 

https://lcloho.kcg.gov.tw/
https://lcloho.kcg.gov.tw/
https://lcloho.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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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科 

1.持 續 鼓 勵

本 市 農 民

申 請 產 銷

履 歷 驗 證

及 溯 源 農

糧 產 品 追

溯條碼 (QR 

code) 

2.配 合 農 糧

署 辦 理 產

銷 履 歷 驗

證 相 關 補

助 及 提 供

輔導資訊，

提 升 溯 源

農 產 品 驗

證 戶 數 及

面積。 

請產銷履歷

驗 證 及 溯  

源農糧產品

追 溯 條 碼  

(QR code)截

至113年10月

31日通過溯

源農糧產品

追溯條碼(QR 

code) 共

7,026戶。 

2.配合農糧署

辦理產  銷

履歷驗證相

關補助  及

提供輔導資

訊，截至113

年 10月 31日

通過產銷履

歷 驗 證 共

2,305戶，面

積 4,039 公

頃。 

申 請 水

產 品 溯

源 及 標

示制度 /

戶數 

1.委 託 相 關

單 位 輔 導

本 市 水 產

品 經 營 業

者 (30 戶 )

申 請 溯 源

水 產 品 追

溯條碼。 

2.本 (112)年

度 結 合 養

殖 管 理 技

術課程，辦

理1場次水

產 品 生 產

溯 源 相 關

課程。 

3.於 高 雄 食

品 展 活 動

期 間 介 紹

及 推 廣 溯

源水產品。 

1.持續宣導

本市漁民

申請產銷

履歷驗證

及溯源水

產品追溯

條 碼 (QR 

code)，並

輔導申請

農業部漁

業署「113

年度產銷

履歷養殖

水產品驗

證費用補

助」。 

2.將於 113

年 6 月 26

日 至 6 月

29 日台北

食品展期

1.透過輔導本

市業者申請

農業部漁業

署「113 年度

產銷履歷養

殖水產品驗

證 費 用 補

助」，以鼓勵

業者申請溯

源標章。 

2.於 113 年 10

月 24 日 至

10月 27日高

雄食品展期

間推廣本市

可溯源之優

質水產品。 

主辦： 

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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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推廣溯

源水產品。 

2-1-2

   

持 續 推

動 有 機

及 友 善

農業，擴

大 耕 作

面積，提

升 農 產

品安全 

推 動 有

機 友 善

耕 作 戶

數/面積 

 

1.輔 導 本 市

通 過 有 機

驗 證 及 友

善 環 境 耕

作之農戶。 

2.配 合 農 委

會 農 糧 署

辦 理 有 機

農 業 生 產

輔 導 相 關

計畫，補助

生產、加工

設備、溫網

室 設 施

(備)。 

3.設 置 有 機

農業專區，

透過有機、

友善耕作，

提 升 栽 培

管 理 及 加

工 運 銷 技

術，生產高

品 質 之 蔬

果。 

同 112 年基

準年 

農務管理科： 

1.輔導本市通

過有機驗 

2.證及友善環

境耕作之農

戶。 

3.配合農業部

農糧署辦理

有機農業生

產輔導相關

計畫，補助生

產、加工設

備、溫網室設

施(備)。 

4.設置有機農

業專區，透過

有機、友善耕

作，提升栽培

管理及加工

運銷技術，生

產高品質之

蔬果。 

5.有機田間抽

驗29件，全數

合格。 

 

主辦： 

農業局 

2-2 

優 先

採 用

國 產

及 在

地 農

食 

2-2-1

   

推 動 學

校 午 餐

優 先 採

用 國 產

可 溯 源

食 材 及

高 雄 特

色物產 

學 校 午

餐 申 請

截 切 水

果獎勵 /

校數、次

數 

制定「112 年

學校午餐食

用高雄在地

優質截切水

果獎勵」及

「鳳梨進校

專案計畫」，

鼓勵食用在

地水果。 

推動「113年

學校午餐食

用高雄在地

優質截切水

果獎勵」，鼓

勵食用在地

水果。 

推動「113年學

校午餐食用高

雄在地優質截

切水果獎勵」，

鼓勵食用在地

水果，申請數量

52所學校。 

主辦： 

農業局 

學 校 午

餐 申 請

國 產 可

溯 源 食

1.訂 定 本 市

補 助 學 校

午 餐 採 用

國 產 可 溯

1.訂定本市

補助學校

午餐採用

國產可溯

1.訂定本市補

助學校午餐

採用國產可

溯源食材實

主辦：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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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補 助

金/校數

比％ 

源 食 材 實

施 計 畫 ，

111學年度

三章一 Q申

請 校 數 比

為100%。 

2.本市「學校

午 餐 工 作

手冊」，已

請 學 校 優

先 使 用 農

政 單 位 輔

導章 Q產品

之 國 產 生

鮮食材，並

以 本 市 在

地 食 材 為

主。 

源食材實

施計畫，

112學年度

(112年9月

至 113年 6

月)三章一

Q申請校數

比為100%。 

2.本市「學校

午餐工作

手冊」，已

請學校優

先使用農

政單位輔

導章 Q 產

品之國產

生鮮食材，

並以本市

在地食材

為主。學校

已達99%比

例申請。 

施計畫，113

學年度第一

學期開學至

今(113年9月

至 113 年 11

月)三章一 Q

申請校數比

為100%。 

2.本市「學校午

餐 工 作 手

冊」，已請學

校優先使用

農政單位輔

導章 Q 產品

之國產生鮮

食材，並以本

市在地食材

為主。學校已

達99%比例申

請。 

2-2-2

  

鼓 勵 市

府 員 工

餐 廳 採

用 在 地

農產品 

採 購 國

產 可 溯

源 農 產

品/品項

數量、佔

比％ 

(依農業

部 建 議

新 增 每

月 採 用

章 Q食材

數 量 及

比例) 

各攤商配合

每月回報員

工餐廳採用

在地生產農

產品現況。

111-112 年四

維及鳳山行

政中心兩處

員工餐廳採

用三章一 Q食

材數量： 

1.111年度共

採 購 蔬 菜

2,725 公

斤、水產品

271公斤、

畜 產 品

1,408 公

斤 、 米

1,365公斤 

2.112 年 度

（ 1-6月）

自 113年 6月

份起按月統

計並提供各

品項採購總

量、採用三章

一 Q 食材公

斤數及占比。

113年 6月份

說明如下： 

1.蔬菜類採

購總量共

3161公斤，

三章一 Q

計 1838 公

斤，約58%。 

2.水果類採

購總量共

365.3 公

斤，三章一

Q 計105公

斤，約29%。 

3.水產品採

自 113年 6月份

起按月統計

並提供各品

項採購總量、

採用三章一 Q

食材公斤數

及占比。 

113 年 6-10 月

份說明如下： 

1.蔬菜類採購

總 量 共

15,809公斤，

三章一 Q 計

9,915 公斤，

約 63%。 

2.水果類採購

總量共 1,737

公斤，三章一

Q 計 745 公

斤，約 43%。 

3.水產品採購

總量共 1,720

主辦： 

行政暨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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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採 購 蔬

菜 1,524公

斤、水產品

187.5 公

斤、畜產品

1,129 公

斤 、 水 果

251.75 公

斤。 

購總量共

309公斤，

三章一 Q

計 248 公

斤，約80%。 

4.畜產品採

購總量共

1237公斤，

三章一 Q

計 1045 公

斤，約84%。 

5.米採購總

量 共 1225

公斤，三章

一 Q 計

1005公斤， 

約82%。 

公斤，三章一

Q計 1,276公

斤，約 74%。 

4.畜產品採購

總量共 6,507

公斤，三章一

Q計 5,460公

斤，約 84%。 

5.米採購總量

共 6,448 公

斤，三章一 Q

計 5,232 公

斤，約 81%。 

2-2-3

鼓 勵 社

福單位、

社 區 供

餐 據 點

採 用 在

地 農 產

品 及 提

供 食 材

資訊 

社 區 據

點 飲 食

及 課 程

採 用 在

地食材 /

站 點 數

量、比例

％ 

食品衛生科： 

設立食安地

圖 網 站 ( 網

址 ：

https://foo

dmap.kchb.g

ov.tw/Main)

，提供市民查

詢本市食品

業者農產品

相關食材抽

驗結果，使民

眾吃得安心。 

健康管理科: 

於全市 38 區

社區據點辦

理營養團衛

課程(如健康

採購、全穀及

未精製雜糧

系列課程、乳

品推廣系列

課程)時，優

先使用或介

紹在地食材。

111 年共辦理

171 場次，計

食品衛生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健康管理科:

持續於全市

38 區社區據

點辦理營養

團衛課程(如

健康採購、全

穀及未精製

雜糧系列課

程、乳品推廣

系 列 課 程 )

時，優先使用

或介紹在地

食材。(113年

1-5 月辦理

84場次，計有

1,253人次參

加)。 

 

長照中心： 

1、2同 112年

基準年 

3.共布建225

處醫事 C 據

點，皆須辦理

食品衛生科：

（同 112 年基

準年） 

健康管理科:持

續於全市 38 區

社區據點辦理

營養團衛課程

(如健康採購、

全穀及未精製

雜糧系列課程、

乳品推廣系列

課程)時，優先

使用或介紹在

地食材。(113年

6-11 月 辦 理

263場次，計有

5,083 人次參

加)。 

長照中心： 

1.使用通訊軟

體宣導巷弄

長照站提供

社區供餐時

優先採用在

地食材。  

2.本市有1處醫

事 C 據點結

主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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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734 人次

參加；112 年

截至 7月底辦

理 180場次，

計有 3535 人

次參加。 

長照中心： 

1.配 合 宣 傳

失 智 據 點

或 巷 弄 長

照 站 提 供

社 區 供 餐

時 優 先 採

用 在 地 食

材。 

2.巷 弄 長 照

站 結 合 開

心 農 場 者

採 自 種 自

用，中午共

餐 使 用 當

地食材。 

3.布建 220處

醫事 C 據

點，皆須辦

理 共 餐 服

務，共餐方

式 有 提 供

當 地 餐 飲

店之便當、

選 用 當 地

食 材 自 行

備 餐 或 結

合 烹 飪 課

程 由 長 輩

自 行 手 作

備餐。 

4.本市有1處

醫事 C據點

有 開 心 農

場，提供共

耕 共 食 的

體驗。 

共餐服務，共

餐方式有提

供當地餐飲

店之便當、選

用當地食材

自行備餐或

結合烹飪課

程由長輩自

行手作備餐。 

 

合開心農場

者採自種自

用，中午共餐

使用當地食

材。 

3.共布建224處

醫事 C據點，

皆須辦理共

餐服務，共餐

方式有提供

當地餐飲店

之便當、選用

當地食材自

行備餐或結

合烹飪課程

由長輩自行

手作備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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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2 年 7

月底止，本市

計有 521處社

區照顧關懷

據點，其中

413 處提供長

輩定點共餐

服務，其共餐

型態多元，包

含運用志工

烹調長輩午

餐、與團膳單

位結合供餐

或與鄰近自

助餐商店合

作，結合在地

食材及因地

制宜方式，打

造多元的長

輩共餐模式。 

截至 113年 5

月底止，本市

計有 544 處

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其中

計有 436 處

提供長輩餐

飲服務，其供

餐型態多元，

包含運用志

工烹調長輩

午餐、與團膳

單位結合供

餐或與鄰近

自助餐商店

合作，結合在

地食材及因

地制宜方式，

打造出多元

的長輩供餐

模式。 

截至 113 年 10

月底止，本市計

有 550 處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其中計有 442

處提供長輩餐

飲服務，其供餐

型態多元，包含

運用志工烹調

長輩午餐、與團

膳單位結合供

餐或與鄰近自

助餐商店合作，

結合在地食材

及因地制宜方

式，打造出多元

的長輩供餐模

式。 

主辦： 

社會局 

 

本市 29 間文

化健康站，參

與長輩人數

總計 934 人，

中午供餐方

式以文健站

自行烹飪或

便當辦理，各

文健站餐費

每人 50 至 80

元不等，優先

採用國產及

在地農產品。 

本市 32 間文

化健康站，參

與長輩人數

總 計 1034

人，中午供餐

方式以文健

站自行烹飪

供餐或便當

辦理，各文健

站餐費每人

50至 80元不

等，優先採用

國產及在地

農產品。 

本市 32 處文化

健康站參與長

輩 總 計 1017

人，中午供餐方

式以文健站自

行烹煮供參或

便當辦理，各文

健站餐費每人

50 至 80 元不

等，優先採用國

產及在地農產

品。 

主辦：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鼓勵本市 19

處伯公照護

站提供長者

餐飲服務及

辦理客家美

食健康促進

課程活動，採

用在地農產

品及提供食

鼓勵本市 20

處伯公照護

站提供長者

餐飲服務及

辦理客家美

食健康促進

課程活動，採

用在地農產

品及提供食

鼓勵本市 20 處

伯公照護站提

供長者餐飲服

務及辦理客家

美食健康促進

課程活動，採用

在地農產品及

提供食材資訊。 

主辦：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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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資訊。 材資訊。 

2-2-4 

推 動 企

業 團 購

平臺，建

立 農 糧

產 品

CSR 制

度，提高

民 眾 與

企 業 採

購 在 地

優 質 農

產 的 驅

力 

企 業 行

銷 推 廣

活動 /場

次 

行銷輔導科： 

推廣高雄首

選電商平台

及企業團購

平臺。 

農民組織科： 

誠品線上合

作，行銷推廣

型農及青農

產品。 

行銷輔導科： 

推廣高雄首

選電商平台

及企業團購

平臺。 

農民組織科： 

辦理市集行

銷推廣型農

及青農產品。 

行銷輔導科： 

推廣高雄首選

電商平台及企

業團購。 

農民組織科： 

辦理市集行銷

推廣型農及青

農產品。 

 

主辦： 

農業局 

2-3 

開 發

在 地

食 材

加工 

2-3-1 

媒合農、

畜 產 品

加工 

媒 合 農

畜 產 加

工 / 品

項、家數 

行銷輔導科： 

媒合本市農

民團體發展

農產加工品，

增加農產品

多元價值。 

畜產管理科： 

媒合本市農

民團體或畜

牧場發展畜

產加工品，協

助相關事項

(如原料供給

或技術指導

媒合等)，期

使畜產品利

用多元化。 

行銷輔導科： 

媒合本市農

民團體發展

農產加工品，

增加農產品

多元價值 

畜產管理科： 

媒合本市農

民團體或畜

牧場發展畜

產加工品，協

助相關事項

如：原料供給

或技術指導

媒合等，期使

畜產品利用

多元化。 

行銷輔導科： 

媒合本市農民

團體發展農產

加工品，增加農

產品多元價值 

畜產管理科： 

媒合本市農民

團體或畜牧場

發展畜產加工

品，協助相關事

項如：原料供給

或技術指導媒

合等，期使畜產

品利用多元化。 

主辦： 

農業局 

2-3-2

   

輔 導 及

鼓 勵 各

區 漁 會

研 發 調

理 加 工

水產品，

及 提 昇

相 關 加

工技術 

輔 導 水

產 加 工

品 / 品

項、家數 

1.補 助 本 市

興達港、永

安、彌陀、

梓官、林園

區 漁 會 及

岡 山 魚 市

場 增 設 冷

鏈 加 工 廠

設備，提昇

產 品 品 質

及安全，並

同 112 年基

準年 

1.輔導本市區

漁會及加工

業者申請農

業部漁業署

之水產加工

智能設備補

助，113年下

半年度有梓

官區漁會及

本市加工廠

共5家取得補

主辦： 

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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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漁 產

品之產能。 

2.鼓 勵 本 市

區 漁 會 研

發 加 工 水

產品，目前

有： 

(1)梓官區漁

會 的 鱸 薯

叔、烏金肉

燥、小蝦寶

辣椒醬、魩

仔魚 XO醬、

豆豉小魚。 

(2)彌陀區漁

會 的 虱 目

鱻魚淬。 

(3)永安區漁

會的日式蒲

燒龍虎魚腹

肉、阿嬤的

魚、龍膽花枝

蝦排、龍膽花

枝漿。 

助，提昇水產

品之加工技

術。 

2.本市永安區

漁會研發以

在地之龍膽

石斑魚魚骨

結合黑蒜頭，

熬製成「黑蒜

龍骨湯」，不

僅將水產品

加工廠之副

產物轉化成

新產品，亦提

昇附加價值，

達到資源再

利用的效果。 

2-4 

營 造

產 銷

友 善

環境 

2-4-1

  

定 期 定

點 辦 理

有 機 及

友 善 農

民市集，

並 新 增

及 輔 導

農 村 社

區 農 產

品 產 銷

推 廣 活

動 及 據

點 

設 置 定

期 定 點

農 民 市

集、產銷

推 廣 據

點/數量 

 

批發 市場管

理科： 

每月定期舉

辦「高雄神農

市集」與「蓮

潭 小 農 市

集」，推廣三

章一 Q 之優

質、認證、溯

源農產品以

及結合親子

DIY 體驗與廚

藝教室為主

軸，提供優質

採購環境，以

寓教於樂方

式鼓勵國人

認識國產優

質農產品。 

行銷推廣科： 

批發市場管

理科： 

每月定期舉

辦「高雄神農

市集」，至六

月底共辦理6

場次，推廣三

章一 Q 之優

質、認證、溯

源農產品以

及結合親子

DIY體驗與廚

藝教室為主

軸，提供優質

採購環境，以

寓教於樂方

式鼓勵國人

認識國產優

質農特產品。 

行銷輔導科： 

批發市場管理

科： 

每月定期舉辦

「高雄神農市

集」，至十二月

底共辦理 11 場

次，推廣三章一

Q之優質、認證、

溯源農產品以

及結合親子 DIY

體驗與廚藝教

室為主軸，提供

優質採購環境，

以寓教於樂方

式鼓勵國人認

識國產優質農

特產品，參與人

數約 9 萬人次。 

行銷輔導科： 

微風市集 3 處: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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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微風市

集自主營運。 

支持微風市

集每週六日

自主營運。 

每週六於微風

市集婦幼館、客

家文化園區，每

周日於微風市

集物產館，讓消

費者與小農面

對面接觸，採買

安全健康的食

品。 

1.本 會 定 期

協 助 本 市

原 住 民 族

人 業 者 報

送 農 業 局

辦 理 之 神

農市集。 

2.112 年 8 月

至 11 月 於

前 鎮 原 住

民 故 事 館

預 計 辦 理

原 住 民 假

日市集，推

廣 原 住 民

區 在 地 農

特產品、蔬

果 及 原 住

民 料 理 等

促進行銷。 

1.本會定期

協助本市

原住民族

人業者報

送農業局

辦理之神

農市集。 

2.113年 4月

至11月(每

月第三週

之周六)於

左營區蓮

池潭意象

廣場辦理

原住民假

日市集，推

廣原住民

在地農特

產品、蔬果

及原住民

料理等促

進行銷。 

1.本會定期協

助本市原住

民族人業者

報送農業局

辦理之神農

市集。 

2.113年 4月至

11月(每月第

三週之周六)

於左營區蓮

池潭意象廣

場辦理原住

民假日市集，

推廣原住民

區在地農特

產品、蔬果及

原住民料理

等促進行銷。 

協辦：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2-4-2 

推 廣 綠

色 保 育

標 章 制

度 及 產

品 

輔 導 綠

色 保 育

標 章 的

生 產 者

參 與 農

民市集 /

數量 

依農 業部建

議增 列此項

執行 內容及

關鍵 績效效

指標 

 

植物防疫及生

態保育科 

1.113年 7月至

11月間共協

助6人次綠色

保育標章認

證農友參與

神農市集。 

2.113年 8月邀

慈心有機農

業發展基金

會參與市集

推廣綠色保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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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標章制度。 

2-5 確

保 市

民 食

品 安

全 

2-5-1 

連 結 食

安五環，

確 保 校

園 及 市

民 食 品

安全 

稽 查 及

抽驗、相

關 宣 導

活動 /次

數 

落實三級輔

導機制：中央

聯合稽查、地

方政府輔導

訪視（教育局

會同農業局

及衛生主管

機關訪視學

校每學年一

次，落實聯合

稽查與監控

機制）、學校

落實自主管

理。 

落實三級輔

導機制：中央

聯合稽查、地

方政府輔導

訪視，共計辦

理 77校。 

落實三級輔導

機制：中央聯合

稽查、地方政府

輔導訪視，共計

辦理 85 校，刻

正辦理中。 

主辦： 

教育局 

1.每 學 年 配

合 執 行 本

府 學 校 午

餐 聯 合 稽

查 行 動 計

畫，抽驗水

產品食材，

以 維 護 校

園 午 餐 安

全。 

2.每 年 執 行

未 上 市 水

產 品 產 地

監測計畫，

採 檢 200-

300口養殖

魚塭，為本

市 養 殖 水

產 品 安 全

把關。 

1.於4月17至

5月10日完

成「112學

年度第2學

期學校午

餐聯合稽

查行動計

畫」。 

2.本年度「未

上市水產

品產地監

測計畫」配

合本市養

殖現況持

續執行中。 

1.「113學年度

第1學期學校

午餐聯合稽

查行動計畫」

業於 10月 24

日開始執行，

將持續執行

至11月20日，

為校園水產

品把關。 

2.本年度「未上

市水產品產

地監測計畫」

已於 10月底

執行完畢，共

抽檢223戶業

者之養殖水

產品送驗。 

主辦： 

海洋局 

環保局每年

針對列管毒

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

業者辦理化

學物質及食

品安全教育

宣導外，也透

112年度辦理

宣導說明會4

場次，參與人

數 577人，辦

理金額 15 萬

元；113年度

1月至 5月止

已辦理 3 場

土壤集水污染

防治科： 

113年度 6月至

11 月止已辦理

3場次，參與人

數 428 人，辦理

金額 12 萬元。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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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校園或社

區宣導化學

物質及食品

安全，使其瞭

解化學物質

的特性及購

買化學品的

注意項目，減

少化學物質

誤用、濫用風

險。 

1.111年度辦

理 宣 導 說

明 會 4 場

次，參與人

數 362人，

辦 理 金 額

12萬元 

2.112 年 度 1

月至7月底

止已辦理2

場次，參與

人 數 153

人，辦理金

額 7萬 5千

元。 

次，參與人數

548人，辦理

金額 8萬元。 

依食安五環

計畫查驗市

售產品，111

年迄今執行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稽查專

案含學校共

1242件食品。 

依食安五環

計畫查驗市

售產品，113

年 1-5 月執

行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稽查

專案含學校

及自行規劃

抽驗共3,425

件食品。 

食品衛生科： 

依食安五環計

畫查驗市售產

品，113 年 6-11

月執行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稽查專

案含學校及自

行規劃抽驗共

3,750 件食品。 

主辦： 

衛生局 

2-5-2

推 動 安

全農業、

農 藥 風

險 減 半

及 品 質

管制 

農 業 殘

留檢驗、

宣 導 講

座/次數 

1.持 續 執 行

本 市 農 產

品 農 藥 殘

留抽驗，包

含田間、集

貨場、果菜

批發市場、

1.執行本市

農產品農

藥殘留抽

驗 共 589

件。 

2.辦理安全

用藥講習

植物防疫及生

態保育科 

1.截至113年10

月 31日執行

本市農產品

農藥殘留抽

驗共963件。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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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午 餐

之農產品。 

2.辦 理 各 類

農 藥 講 習

會、聘僱植

物 醫 師 提

供服務，以

提 高 農 藥

使 用 精 準

度 並 降 低

農藥使用。 

3.於 源 頭 加

強 農 藥 管

理，持續辦

理 市 售 成

品 農 藥 品

質 抽 驗 及

農 藥 販 賣

業 者 在 職

訓練。 

共11場次；

聘任植物

醫師2名。 

3.辦理市售

成品農藥

品質抽驗

共33件，舉

辦農藥管

理人員訓

練13場次，

訓練人次

575人。 

2.113年 6月至

10月 31日止

辦理安全用

藥講習共 35

場次；聘任植

物醫師2名。 

3.辦理市售成

品農藥品質

抽驗共39件，

舉辦農藥管

理人員訓練

45場次，訓練

人 次 1,053

人。 

 

 

主軸目標三：培養均衡飲食觀念、減少食物浪費 

行動 

策略 

執行 

內容 

關鍵績

效 

指標 

112年基準年 

113年上半

年(1-5

月) 

執行情況 

113年下半年

(6-12 月) 

現況更新 

局處 

3-1 發

展 飲

食 健

康 推

廣 策

略 

3-1-1 

推 廣 國

產農糧、

漁、畜產

品，強化

營 養 教

育 

辦 理 營

養 教 育

宣 導 活

動/場次 

辦理畜產食農

教育及 DIY推

廣活動，透過

食物碳里程、

地產地消宣導

及 DIY嘗鮮體

驗，推廣選用

在地食材，並

認識國產優質

畜禽品及相關

標章。 

辦理畜產食

農推廣活動6

場次，認識相

關標章及國

產優質畜禽

品，宣導選用

在地食材減

少食物里程。 

畜產管理科： 

辦理畜產食農

推廣活動 4 場

次，認識相關標

章及國產優質

畜禽品，宣導選

用在地食材減

少食物里程。 

主辦： 

農業局 

透過辦理高雄

食品展及補助

本市區漁會辦

理海洋文化節

相關推廣活

動預計將於

下半年度進

行。 

1.於 113年 11-

12月期間辦

理海洋文化

節慶-「2024

主辦： 

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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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推廣在地

優質水產，及

宣導營 養教

育。 

大海開吃」系

列活動，補助

興達港、永

安、彌陀、梓

官及高雄區

漁會，舉辦在

地海鮮美食

嘉年華，推廣

本市優質水

產品。 

2.透過於113年

10月底辦理

之高雄食品

展，集結本市

優質廠商，推

廣本市多元

優質水產品

及宣導水產

品之豐富營

養成分。 

112 年午餐秘

書研習課程邀

請臺灣優良產

品發展協會，

辦理國產畜產

品三章一 Q教

育訓練，以及

溯源畜產品辨

識。 

預計於 113

年 8 月辦理

本市學校午

餐執行秘書

相關專業知

能研習，共計

四場次。 

同 113 年上半

年執行情況 

主辦： 

教育局 

食品衛生科： 

配合農業局對

國產食 材推

廣，加強稽查

抽驗，以維護

消費者食的安

全。111 年迄

今抽驗生鮮蔬

果品 563 件。 

健康管理科: 

1.辦理社區營

養團衛相關

課程中配合

當季食材進

行 營 養 教

食品衛生科： 

配合農業局

對國產食材

推廣，加強稽

查抽驗，以維

護消費者食

的安全。113

年 1-5 月抽

驗生鮮蔬果

品 134件。 

健康管理科: 

1.辦理社區

營養團衛

相關課程

中配合當

食品衛生科： 

配合農業局對

國產食材推廣，

加強稽查抽驗，

以維護消費者

食的安全。113

年 6-11 月抽驗

生鮮蔬果品 145

件。 

健康管理科: 

1.辦理社區營

養團衛相關

課程中配合

當季食材進

行營養教育。 

主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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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2.建議社區據

點供餐食材

選 擇 以 當

季、當地、

新鮮為主，

達到「我的

餐盤」均衡

飲食原則。

(111年共辦

理94場次；

112年截至7

月底辦理84

場次) 

季食材進

行營養教

育。 

2.建議社區

據點供餐

食材選擇

以當季、當

地、新鮮為

主，達到

「我的餐

盤」均衡飲

食原則。

(113年1-5

月辦理 84

場次) 

2.建議社區據

點供餐食材

選擇以當季、

當地、新鮮為

主，達到「我

的餐盤」均衡

飲食原則。

(113 年 6-11

月辦理263場

次) 

3-1-2 

補 助 原

住 民 部

落 文 化

健康站，

推 動 原

住 民 族

飲 食 文

化 及 在

地 食 材

推廣 

文 化 健

康 站 在

地 食 材

供 餐 及

推廣 /站

點數、比

例％ 

本市 29 間文

化健康站專業

服務指標內鑲

嵌「文健站供

餐飲食衛生及

營養」、「文健

站備餐流程及

動線安全」、

「尊重在地族

群特性提供因

地制宜餐食」

等指標，以落

實本市各文健

站長輩飲食健

康與安全。 

本市 32 間文

化健康站專

業服務指標

內鑲嵌「文健

站供餐飲食

衛 生 及 營

養」、「文健站

備餐流程及

動線安全」、

「尊重在地

族群特性提

供因地制宜

餐食」等指

標，以落實本

市各文健站

長輩飲食健

康與安全。 

本市 32 間文化

健康站專業服

務指標內涵「供

餐飲食衛生及

營養」、「備餐流

程 及 動 線 安

全」、「尊重在地

族群特性提供

因地制宜餐食」

等，以落實文健

站長輩飲食健

康與安全。 

主辦：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3-1-3 

推 廣 多

元 攝 取

全 榖 及

未 精 製

雜 糧 之

健 康 飲

食 

大 眾 營

養 教 育

宣 導 活

動/場次 

健康管理科: 

社區營養推廣

業務已規劃全

穀及未精製雜

糧相關課程，

並已積極辦理

推廣。(111年

共辦理 9 場

次；112 年截

至 7月底辦理

28場次) 

健康管理科: 

社區營養推

廣業務已規

劃全穀及未

精製雜糧相

關課程，並已

積極辦理推

廣。(113 年

1-5 月辦理

28場次) 

健康管理科: 

社區營養推廣

業務已規劃全

穀及未精製雜

糧相關課程，並

已積極辦理推

廣。(113 年 6-

12月辦理 94場

次) 

主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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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依 據 

「 每 日

飲 食 指

南」發展

健 康 飲

食教材，

培 養 民

眾 健 康

均 衡 飲

食 觀 念

及 建 立

支 持 網

絡 

大 眾 營

養 教 育

教 材 及

教 案 開

發/數量 

食品衛生科： 

製作「聰明搭

配好健康自助

餐食紅綠燈」

及「我們一起

自助餐食健康

吃」等海報各

500 張，提供

民眾健康均衡

飲食觀念。 

健康管理科: 

1.社區營養推

廣 業 務 以

「 我 的 餐

盤」均衡飲

食為主。 

2.另針對六大

類食物發展

不同教案，

提供社區民

眾健康均衡

飲食觀念。

(111年-112

年截至7月

共發展8款

海報、3款單

張、7支影

片) 

食品衛生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健康管理科: 

1.社區營養

推廣業務

以「我的餐

盤」均衡飲

食為主。 

2.另針對六

大類食物

發展不同

教案，提供

社區民眾

健康均衡

飲食觀念。

(113年1-5

月完成質

地調整飲

食宣導與

教學影片

共2支)。 

食品衛生科： 

製作「聰明搭配

好健康自助餐

食紅綠燈」及

「我們一起自

助餐食健康吃」

等海報，宣導健

康均衡飲食觀

念計 155 家業

者、民眾 60,104

人次。 

健康管理科: 

1.社區營養推

廣業務以「我

的餐盤」均衡

飲食為主。 

2.另針對六大

類食物發展

不同教案，提

供社區民眾

健康均衡飲

食觀念。(113

年 6-12月完

成預防骨質

疏鬆症、減鹽

技巧，共2款

宣導單張；高

齡友善飲食

質地與環境

營造、長者均

衡飲食餐點

設計教學影

片共2支)。 

衛生局 

 

3-2 推

動 農

食 文

化 傳

承 與

創新 

3-2-1 

結 合 農

漁 會 推

廣 及 家

政 輔 導

工作，傳

承 及 創

新 在 地

飲 食 文

化 

農 漁 會

飲 食 文

化 推 廣

活 動 及

課程 /數

量 

行銷輔導科： 

舉辦高雄龍眼

蜂蜜評鑑與蜂

蜜文化節、農

會相關文化祭

（例如：蕃茄、

白玉蘿蔔、紅

豆節、 瓜瓜

節……等）農

產業文 化活

動。 

行銷輔導科： 

整合各區農

會，成立「高

雄夏祭新鮮

市」專屬品

牌，行銷高雄

行政大樹玉

荷包荔枝和

鳳梨、六龜金

煌芒果、旗山

香蕉、那瑪夏

行銷輔導科： 

整合各區農會，

成立「高雄夏祭

新鮮市」專屬品

牌，行銷高雄行

政大樹玉荷包

荔枝和鳳梨、六

龜金煌芒果、旗

山香蕉、那瑪夏

的水蜜桃和愛

玉等，農產業文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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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蜜桃和

愛玉等，農產

業文化活動。 

化活動 4 場。 

輔導本市漁會

辦理在地相關

海洋文化節慶

活動，並利用

漁會家政輔導

課程，推廣創

新在地漁產品

之食魚料理飲

食文化教學。 

同 112 年基

準年 

於 113 年 11-12

月 期 間 辦 理

「2024 大海開

吃」活動，集結

興達港、永安、

彌陀、梓官及高

雄區漁會，舉辦

在地海鮮美食

嘉年華及漁村

文化體驗活動。 

主辦： 

海洋局 

3-2-2 

推 動 原

住 民 族

飲 食 文

化 相 關

課程 

原 民 飲

食 文 化

課程 /場

次 

1.預計於 112

年9月以本

市那瑪夏區

在地食材規

劃原住民餐

食、烹飪技

巧及特色料

理開設課程

1場次(8小

時)。 

2.預計於 112

年9月開設

桃源區在地

農特產苦茶

油製作課程

1場次(8小

時) 

1.預計於113

年9月以本

市茂林區

在地食材

規劃原住

民餐食、烹

飪技巧及

特色料理

開設課程1

場次 (8小

時)。 

2.預計於113

年9月以本

市那瑪夏

區在地食

材規劃原

住民餐食、

烹飪技巧

及特色料

理開設課

程1場次(8

小時)。 

本會提報「烘焙

食品（麵包）丙

級證照輔導班」

課程除了上一

般丙級證照所

需之麵包製作

外，也將原住民

在地傳統食材

例如紅藜加入

課程中，讓麵包

及糕點也能有

在地特色上課

時間 113年 3月

1日起至 6月 16

日，訓練人數 15

人。 

主辦：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部 落 大

學 師 資

入 原 民

重 點 學

校 開 設

規劃部落大學

師資入校開設

原住民族飲食

文化相 關課

程，計畫期間

 

預計 114 年，擇

一原鄉區中小

學校，興辦 1小

時當季時令原

住民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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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食 文

化課程 /

場次 

（ 依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建

議 此 項

執 行 內

容 及 關

鍵 績 效

效指標） 

於桃源區、那

瑪夏區及茂林

區之國 中小

學，將依學校

課程安排及季

節性，每年安

排至少1場次

之飲食文化課

程，以傳承原

住民飲食文化

智慧。 

課程講座。 

3-2-3 

辦 理 多

元 客 家

飲 食 文

化 推 廣

活動 

客 家 飲

食 文 化

推 廣 活

動/場次 

不定期舉辦客

家產業活動

與 特 色 市

集，推廣客

家飲食文化

特色。 

1.112年1-6月

辦理迎春好

食客、好客

迎端午、包

粽送愛心等

3場客家文

化體驗活動

及 特 色 市

集，計1,300

人參與(經

費40萬元)。 

2.美 濃 野 菜

節: 

(1)帕蒂斯藝

饗家、美濃

888粄條、里

長台灣鯛、

軒味屋彩色

粄條、大芳

餐廳、美濃

莊、美濃區

農會未來廚

房等7家餐

廳參與「美

濃野菜節-

綠 色 野 食

1.透過邀請

首長及民

意代表以

行動支持

客家飲食，

並協助在

地業者辦

理市集活

動，共同推

廣美濃特

色米食文

化、帶動觀

光人潮飲

食商機。 

(1)113 年 5

月 5 日邀

請高雄市

長及民意

代表至美

濃美興街

吃粄條，以

行動支持

客家米食

及推廣美

濃飲食文

化。 

2.不定期舉

辦客家產

業活動與

特色市集，

推廣客家

飲食文化

1.113年 6月 29

日舉辦 2024

客家粄條節，

聚焦推廣客

家米食文化

與在地農業

價值。活動提

供6種異國風

味粄條免費

品嚐，讓民眾

體驗多元飲

食與在地農

特產品。「面

帕粄料理秀」

透過示範展

現米食料理

多樣性與環

保理念，並設

有米食 DIY

體驗與粄條

樂市集，深入

介紹農產品

故事與生產

過程。此外，

結合 26家美

濃在地店家

推出為期2個

月的限定優

惠或特色套

餐，融入在地

食材，推動永

續飲食與觀

主辦：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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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活動，

推出野菜料

理 優 惠 餐

點，創造觀

光 人 潮

5,000人次，

帶動在地餐

飲 店 家 營

收、民宿、

陶藝紙傘文

創藝品及美

濃農特產品

銷售等產值

約250萬元。 

(2)美濃客家

文物館響應

「美濃野菜

節」，入館滿

額消費送野

蓮豆漿冰淇

淋，讓民眾

從飲食中認

識客家農村

野菜，活動

期 間 

(7/22 、

7/23)計517

人次入館參

觀。 

 

 

特色。 

(1)協助經發

局及美濃

商圈促進

會、瀰濃社

區發展協

會 於 113

年 6月 8日

至 6 月 9

日、113年

6 月 22 日

至 6 月 23

日借用美

濃文創中

心開庄廣

場場地辦

理愛美市

集，讓遊客

品嘗新鮮

美味的農

特產品，共

同為推廣

客家飲食

文化努力。 

(2)113 年 6

月 4 日辦

理六堆日

升旗儀式

暨紀念活

動，讓民眾

體驗客家

藍染、品嘗

客家粽及

客家仙草

茶，計 450

人參與。 

光發展，計

1,200人次參

與。 

2.113年 7月 23

日舉辦 2024

客家小炒全

國爭霸賽南

區初賽，以

「客家小炒」

為主題，26隊

餐廳大廚同

場競賽，展現

客家料理的

多樣性與魅

力。比賽結合

食農教育理

念，強調在地

食材的運用，

讓民眾了解

農業與飲食

的關聯，深化

對客家文化

的認識，進一

步帶動客庄

觀光與永續

飲食推廣，計

1,000人次參

與。 

3-2-4 

辦 理 多

元 族 群

及 文 化

之 飲 食

傳 承 或

創 新 相

關 推 廣

多 元 飲

食 文 化

推 廣 活

動/場次 

高雄市立圖書

館辦理多元族

群及文化之飲

食傳承或創新

相關推 廣活

動。 

1.111年美濃

分館及旗山

高雄市立圖

書館於 113

年 1 至 6 月

間舉辦 6 場

次的多元族

群及文化飲

食傳承或創

新相關推廣

高雄市立圖書

館辦理多元族

群及文化的飲

食傳承與創新

相關推廣活動，

透過書展、專題

講座、繪本導

讀、體驗活動及

主辦：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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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分 館 辦 理

「南島風情

-柬國美食

文化認識暨

體驗」活動，

推廣東南亞

文化亦進行

異國美食在

地化。 

2.112年1至7

月總分館共

計辦理10場

次，達1萬以

上 人 次 參

與。 

(1) 總 館

「Night 人

尋味書展」，

以夜市為策

展概念，讓

東南亞不同

國家語言的

藏書化身為

如夜市內琳

瑯滿目的特

色商品。 

(2)彌陀公園

分 館 辦 理

〈慢讀好時

刻〉巡迴展，

並將活動場

域從分館延

伸至社區，

透過繪本說

演、DIY 課

程等進行食

農教育。 

(3)李科永分

館辦理食農

書展、繪本

導讀及走讀

活動前往鄰

近前金社區

與火車站周

活動，吸引了

1千以上的人

次參與。 

1.內門分館

舉 辦 了

「Tarau美

與物」活

動，介紹西

拉雅木柵

的 Tarau

與撒種、

Tarau農作

田野巡禮，

並融入西

拉雅族語

課程，使語

言與木柵

農物更加

深入人心。 

2.甲仙分館

舉辦了「一

起 愛 上

『 越 』

讀！」和

「南以自

拔☆食在

東南亞」主

題書展，讓

讀者更深

入認識東

南亞國家

的旅遊、文

化、歷史和

食物。 

3.杉林分館

舉辦「一起

愛上『越』

讀！」主題

書展，並邀

請越南講

師介紹越

南美食文

化，並親手

教授特色

走讀活動等，展

示多元族群的

飲食文化，促進

多元文化融合

的理解與尊重。

共計辦理 13 場

次的活動，累計

參與人次超過 9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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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南 華 商

圈，了解不

同族群的飲

食文化。 

美食製作，

如法國麵

包和越南

咖啡。 

4.岡山文化

中心分館

預定於6月

舉辦「節慶

E地方特色

活動~書香

飄粽香、果

凍 冰 粽

DIY」，邀請

烘培達人

蔡佳樺老

師分享端

午節的歷

史故事，並

帶領參與

者一同製

作果凍冰

粽，期待進

一步豐富

參與者對

於飲食文

化的認識

與體驗。 

為推動高雄美

食，市府觀光

局今年規劃辦

理「料理職人

口袋美食」活

動 ，陸續推出

「中菜」、「在

地菜」、「日本

料理」、「國際

美饌」、「街頭

小吃」、「鍋

物」、「冰品甜

點」七類美食，

總數預計超過

300 家的店家

名單，宣傳高

雄美食觀光。 

「第 15 屆台

日觀光高峰

論壇」113年

5 月 31 日於

高雄舉行，藉

由晚宴活動

向台日貴賓

推廣高雄各

區在地及原

民美食共計3

場。 

本局刻正舉辦

「乘風而騎」、

「海線潮旅行」

等活動，已將在

第特色食材店

家內入活動規

劃，並邀請民眾

體驗，後續藉由

「高雄旅遊網」

官網、臉書及媒

體通路行銷宣

傳。 

主辦：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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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

供 優

質 農

產 平

價 消

費 

3-3-1 

鼓 勵 民

間參與，

關 懷 國

人 並 讓

民 眾 認

識 國 產

農產品 

媒 合 國

內 通 路

推 廣 盛

產 農 漁

產品 /場

次 

媒合國內多元

行銷通路，如

新光三 越百

貨、家福樂、

全聯等大型量

販通路，及全

家便利超商與

其他創新通路

等方式，開拓

國內多元行銷

通路。例如推

出 400克桶裝

鮮削高 雄鳳

梨，鋪貨至全

台 1145 家全

聯門市，銷售

近 10萬盒。 

同 112 年基

準年 

媒合國內多元

行銷通路，如新

光三越百貨、家

福樂、全聯、聖

德科斯等大型

量販通路，及全

家便利超商與

其他創新通路

等方式，開拓國

內多元行銷通

路，以上通路至

少 100 場。 

 

主辦： 

農業局 

本局透過高雄

食品展推廣本

市優質 水產

品，廠商亦搭

配活動促銷優

質產品提供國

人選購。 

本局於 1 月

底辦理「港灣

旨味祭-2024

高雄海味年

貨市集」媒合

本市廠商提

供優質、優惠

水產品販售，

提供消費者

多元選購。 

1.本局於9月中

旬配合中秋

節慶辦理「夯

魚包」優惠銷

售活動，推廣

本市秋刀魚、

魷魚、白蝦、

虱目魚等系

列優質水產

品。 

2.113年10月底

透過高雄食

品展推廣本

市優質水產

品，本市廠商

同時搭配優

惠組合產品

促銷推廣，提

供國人多元

選購。 

主辦： 

海洋局 

3-3-2 

擴 大 多

元 行 銷

及 推 廣

措施，提

昇 當 季

農 產 品

當 季 農

產 行 銷

推 廣 活

動/場次 

農民組織科： 

媒合企業辦理

市集擺攤，協

助型農及青農

與企業福利委

員會合作，增

加多元消費族

同 112 年基

準年 

農民組織科： 

媒合企業辦理

市集擺攤，協助

型農及青農與

企業福利委員

會合作，增加多

元消費族群。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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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 群。 

行銷輔導科、

批 發市 場管

理科： 

透過台北希望

廣場、神農市

集、高雄物產

館等通路，提

供農民展售通

道觸及各地消

費者購買。提

供農產品團購

訂購資訊，鼓

勵媒合企業採

購並利 用媒

體、廣告、警

廣等加強高雄

首選農產全台

曝光。 

行銷輔導科、批

發市場管理科： 

透過台北希望

廣場、神農市集

等通路，提供農

民展售通道觸

及各地消費者

購買。提供農產

品團購訂購資

訊，鼓勵媒合企

業採購並利用

媒體、廣告、警

廣等加強高雄

首選農產全台

曝光。 

3-4 倡

議 珍

惜 食

物、永

續 環

境 

3-4-1 

推 動 食

品 及 農

產 品 包

裝減量，

減 少 資

源浪費 

包 裝 減

量 稽 核

及 宣 導

活動 /數

量 

1.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94年

7月1日公告

「限制產品

過度包裝」

政策 

(1)管制產品：

糕餅禮盒、

酒禮盒、化

粧品禮盒、

加工食品禮

盒及電腦程

式著作光碟

等五大類產

品列為管制

的 指 定 產

品。 

(2)指定事業 

 指定產品製

造業：製造

指定產品之

事業。 

 指定產品輸

入業：輸入

指定產品之

高雄環保局

每年配合環

保署於春節

(包含西洋情

人節)、端午

節、七夕情人

節及中秋節

等 4 大節慶

前至指定產

品販賣業查

核管制產品。

113年 1-6月

已查核 637

家業者，查核

結果均符合

規定。 

環境衛生管理

科： 

高雄環保局每

年配合環保部

資源循環署於

端午節、七夕情

人節及中秋節

等節慶前執行

指定產品查核

工作。113年 6-

11 月 已 查 核

528件，查核結

果均符合規定。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55 
 

事業。 

 指定產品販

賣業：銷售

或贈與指定

產 品 之 事

業。 

2.高雄環保局

每年配合環

保署於春節

(包含西洋

情人節)、端

午節、7夕情

人節及中秋

節等4大節

慶前至指定

產品販賣業

查核管制產

品。112年度

已查核 608

家業者，查

核結果均符

合規定。 

3-4-2 

推 動 餐

飲 業 者

落 實 全

食 物 利

用 及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法 

餐 飲 衛

生 管 理

分 級 評

核認證 /

業 者 家

數 

食品衛生科： 

訂定年度餐飲

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計畫，納

入食材保存管

理項目；111

年迄今共 565

家餐飲業者參

與餐飲衛生管

理分級評核，

111 年計 289

家餐飲業者通

過分級評核認

證。 

食品衛生科： 

訂定年度餐

飲衛生管理

分級評核計

畫，納入食材

保存管理項

目；113 年 1-

5月共 308家

餐飲業者報

名參與餐飲

衛生管理分

級評核，持續

辦理中。 

食品衛生科： 

訂定年度餐飲

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計畫，納入

食材保存管理

項目；113 年共

計 285 家餐飲

業者報名參與

餐飲衛生管理

分級評核初評，

預計 11月 15日

複評完成。 

主辦： 

衛生局 

 

3-4-3 

響 應 惜

食,推廣

惜 食 教

育 

辦 理 惜

食（低碳

飲食）活

動 及 教

育宣導 /

場次 

1.辦理惜食料

理食譜暨教

案 甄 選 活

動，計31組

報名，已於

7月21日公

布 入 圍 名

單。已於7月

1.今年環境

部無辦理

惜食料理

食譜暨教

案甄選活

動，惟本局

仍有補助

學校申請

氣候變遷因應

科、綜合計畫

科： 

1.今年環境部

無辦理惜食

料理食譜暨

教案甄選活

動，惟本局仍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56 
 

29日辦理惜

食料理比賽

及表揚，特

優者將代表

高雄市參加

全國競賽。 

2.推動市府機

關落實低碳

飲食，推廣

民眾落實綠

生活並響應

惜食理念，

111 年辦理

19 場次蔬

食及低碳飲

食 宣 導 活

動 ， 計

4,412 人參

與。112 年

目 前 辦 理

17場次，總

計宣導人數

約為 1,795

人。 

環境教育

計畫-惜食

教案。 

2.至110度起

持續推動

市府機關

落實低碳

飲食，推廣

民眾落實

綠生活並

響應惜食

理念，於今

年(113年)

度共辦理

淨零綠生

活宣導活

動(含低碳

飲食、惜

食 )共計 6

場次，宣導

人 次 約

1,200 人

次。 

3.於 113年 6

月 25日將

辦理工作

坊，討論惜

食、低碳飲

食等議題，

並邀請專

家學者及

產業代表

分享，透過

分組討論

(惜食、永

續、轉型、

再利用)等

面相交流

互動，並於

生活中實

踐惜食行

為，持續落

實永續轉

型。 

有補助學校

申請環境教

育計畫-惜食

教案。 

2.與本市社區

合作，辦理1

場次低碳飲

食暑期活動，

透過製作黃

金泡菜體驗

活動，讓民眾

了解醜食再

利用辦法與

重要性，共計

40人參加。至

110度起持續

推動市府機

關落實低碳

飲食，推廣民

眾落實綠生

活並響應惜

食理念，於今

年(113年)度

共辦理淨零

綠生活宣導

活動(含低碳

飲食、惜食)

共計26場次，

宣導人次約

2,193人次。 

3.於 113年 6月

25日將辦理

工作坊，討論

惜食、低碳飲

食等議題，並

邀請專家學

者及產業代

表分享，透過

分組討論(惜

食、永續、轉

型、再利用)

等面相交流

互動，並於生

活中實踐惜



57 
 

食行為，持續

落實永續轉

型。 

3-4-4 

降 低 學

校 午 餐

廚餘量，

減 少 食

物浪費 

 辦理午

餐人員

增能研

習 / 場

次 

 學童教

育宣導

媒介或

方 式 /

頻度 

 

1.辦理廚藝精

進研習，增

加 學 校 廚

師、廚工人

員 烹 飪 技

術，多元午

餐菜色。112

年度計4場

次、廚工參

與計800人。 

2.辦理學校營

養師、午餐

執行秘書增

能研習，控

管食材採購

數量、減少

剩食浪費。

112年度營

養師增能計

2場次、參與

人數計 128

人；午餐秘

書計4場次、

參與人數計

170人。 

3.建置高雄市

學校午餐教

育資訊網，

宣導尊重食

物、愛食惜

食文宣，俾

利學校推動

飲食教育、

培育學生飲

食素養。網

址 如 下 ：

https://cl

ass.kh.edu

.tw/1425 

1.預計113年

8月辦理廚

藝精進研

習，增加學

校廚師、廚

工人員烹

飪技術，多

元午餐菜

色，4場次、

廚工參與

計820人。 

2.辦理學校

營養師、午

餐執行秘

書增能研

習，控管食

材採購數

量、減少剩

食浪費。

113年 8月

營養師增

能 計 4 場

次、參與人

數 計 250

人；午餐秘

書 計 4 場

次、參與人

數 計 150

人。 

3.建置高雄

市學校午

餐教育資

訊網，宣導

尊重食物、

愛食惜食

文宣，俾利

學校推動

飲食教育、

培育學生

飲食素養。

網址如下：

同 113 年上半

年執行情況 

主辦：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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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

lass.kh.e

du.tw/142

5 

3-4-5 

推 動 廚

餘 再 利

用 

廚 餘 回

收堆肥 /

數量、比

例 

1.高雄市目前

兩處廚餘堆

肥 處 理 場

(大社及彌

陀廚餘場)，

將回收的廚

餘破碎發酵

堆肥。 

2.為增加廚餘

堆肥日處理

量，另設旗

山及大社兩

處二期掩埋

場 進 行 翻

堆。 

3.製成之成品

「雄好肥」，

開設廚餘再

利用成品宣

導暨市民領

用 登 記 網

站，免費供

民眾及機關

學校領用。 

4.列管事業廚

餘再利用量

111 年 為

10,462.36

公噸，112年

1月-6月為

5,254.45公

噸。 

1.1、2、3同

112年基準

年 

2.列管事業

廚餘再利

用量112年

11238.48

噸、113年1

月 -4 月

3754.07

噸。 

廢棄物設施管

理中心、廢棄物

管理科： 

1.1、2、3同113

年上半年無

更新。 

2.列管事業廚

餘再利用量

112 年

11238.48噸、

113年6月-11

月 4424.70

噸。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主軸目標四：普及食農教育推廣、深化食農研究創新 

行動 

策略 

執行 

內容 

關鍵績

效 

指標 

112年基準年 

113年上半

年(1-5

月) 

執行情況 

113年下半年

(6-11 月) 

現況更新 

局處 

4-1 落 4-1-1 校 園 午 配合農業局等 同 112 年基 同 112 年基準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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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校

園 食

農 教

育 推

廣 

國 產 可

溯 源 農

產 品 結

合 校 園

午餐，推

動 食 農

教 育 及

相 關 活

動 

餐 食 農

教 育 活

動/學校

推 廣 比

例％ 

相關單位推動

食農教育及相

關活動。 

準年 年 教育局 

4-1-2 

鼓 勵 及

支 持 學

校 及 教

師 發 展

食 農 及

飲 食 教

育策略，

營 造 校

園 食 農

教 育 素

養 學 習

環境 

校 園 食

農 教 育

推 廣 及

補 助 計

畫/數量 

鼓勵學校規劃

飲食教育多元

活化課程，研

發本市相關飲

食教育課程教

案及內容，以

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運 作方

式，讓學校能

夠發展飲食教

育的校 訂課

程，更藉此帶

動飲食教育素

養導向課程在

校園中深耕。 

持續辦理「高

雄市飲食教

育多元活化

課程計畫」 

同 113 年上半

年執行情況 

主辦： 

教育局 

1.鼓勵學校結

合高雄在地

食材，食農

教育融入課

程及午餐教

育。 

2.發展學校及

農民老師協

同 教 學 策

略，深化食

農 教 育 內

涵。 

3.專家輔導制

度及提供經

費補助，支

援校園食農

教育實施。 

農業部辦理

「113年食農

教育推廣計

畫-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

補助」，本市

共計 6 所學

校入選，由本

局負責計畫

管考及撥款。 

農 業 部 辦 理

「113年食農教

育推廣計畫-高

級中等以下學

校之補助」，本

市共計 6 所學

校入選，由本局

負責計畫管考

及撥款。 

主辦： 

農業局 

4-1-3 

多 元 食

農 教 育

發 展 食

農教育、

營 養 教

高雄市食農教

育推廣計畫，

107-111 年輔

高雄市食農

教育推廣計

畫，107-111

1.高雄市食農

教育推廣計

畫，107-111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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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編

撰 及 教

案設計 

 

育 的 多

元 媒 材

及 教 案

編撰 /數

量 

導 47 所學校

教案設計，已

彙整上 傳至

「高雄市食農

教育推 廣網

站」。 

年輔導 47 所

學校教案設

計，已彙整上

傳至「高雄市

食農教育推

廣網站」。 

年輔導 54套

教案設計，已

彙整上傳至

「高雄市食

農教育推廣

網站」。 

2.刊登教育局

112年飲食教

育教案7套。 

1.飲食多元化

教育課程計

畫。自107學

年 度 起 辦

理，至今五

個學年度計

39校參與本

飲食教育多

元活化課程

計畫 

2.設計營養教

育月刊。 

3. 申請南區農

糧署辦理食

米 學 園 計

畫。112年度

計3校通過

申請。 

1、2點同 112

年基準年。 

3.申請南區

農糧署辦理

食米學園計

畫。113年度

計 1 校通過

申請計畫。 

同 113 年上半

年執行情況 

主辦： 

教育局 

食品衛生科： 

製作「聰明搭

配好健康自助

餐食紅綠燈」

及「我們一起

自助餐食健康

吃」等海報，

於校園廚工教

育訓練時提供

健康均衡飲食

觀念。112 年

共計辦理 4場

次教育訓練，

計 550人次參

加。 

健康管理科: 

持續辦理營養

食品衛生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健康管理科: 

113年度教案

規劃中。 

食品衛生科： 

製作「聰明搭配

好健康自助餐

食紅綠燈」及

「我們一起自

助餐食健康吃」

等海報，於校園

廚工教育訓練

時提供健康均

衡飲食觀念。

113 年共計辦理

4 場次教育訓

練，計 600 人次

參加。 

健康管理科: 

目前已發展 2

套均衡飲食教

主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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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業務，針

對不同營養議

題設計不同教

案，目前已有

均衡飲食、三

蔬二果、乳品

類、全穀類等

教案。111年-

112 年截至 7

月共發展 2套

均衡飲 食教

案、1 套三蔬

二果教案、2

套全穀 類教

案、2 套乳品

類教案 

案、1 套三蔬二

果教案、2套全

穀類教案、2套

乳品類教案，

113 年 6-11 月

再度開發 1 套

食魚增肌教案。 

自 111年起，

搭配校園巡迴

列車業務，以

簡報教材進行

國小學童食魚

教育宣導。 

本局已委託

廠商辦理校

園巡迴列車，

將於下半年

度執行。 

本局於下半年

度啟動校園巡

迴列車活動，利

用簡報及道具，

宣導學童食魚

教育及海洋保

育等小常識。 

協辦： 

海洋局 

 

4-1-4 

鼓 勵 各

級 學 校

結 合 戶

外教育，

規 劃 食

農 教 育

場 域 體

驗 及 學

習活動 

戶 外 教

學 前 往

食 農 教

育場域 /

學校數、

比例 

鼓勵學校規劃

課程與農場等

單位辦 理活

動，實地了解

在地食材相關

知識。自 111

年，已輔導 47

所國中小與幼

兒園撰寫食農

教育教案及進

行相關教學活

動。 

同 112年基

準年 

同 112 年基準

年 

教育局 

 

4-2 鼓

勵 多

元 食

農 場

域 

4-2-1 

鼓 勵 農

漁 村 社

區、特色

農 遊 場

域、林下

經 濟 產

業場域、

環 境 教

社 區 組

織 、 農

場、農企

業、食品

觀 光 工

廠、環教

場 所 發

展 食 農

教 育 主

農村發展科： 

鼓勵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研提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及

活動。 

植 物防 疫及

生態保育科： 

目前核定之林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

村再生社區

於年度農村

再生計畫所

提之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113

年輔導提案8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村

再生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所提之食農

教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113年

輔導提案 8件。 

植物防疫及生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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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設 施

場所、觀

光 工 廠

等，結合

食 農 教

育 

題/數量 下經濟品項為

段木香菇、木

耳、森林蜂產

品、臺灣金線

蓮、臺灣山茶、

馬藍及 天仙

果，並持續宣

導推廣。 

農民組織科： 

鼓勵型農及青

農參加食農教

育相關課程並

融入自 家農

場，以利發展

食農教 育活

動。另鼓勵與

休閒農業區合

作之特色農遊

場域發展食農

教育。 

件。 

 

植物防疫及

生態保育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農民組織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態保育科 

目前核定之林

下經濟品項為

段木香菇、木

耳、森林蜂產

品、臺灣金線

蓮、臺灣山茶、

馬藍及天仙果，

並持續宣導推

廣。 

農民組織科： 

鼓勵型農及青

農多參加食農

教育相關課程

並融入自家農

場，以利發展食

農教育活動。另

鼓勵與休閒農

業區合作之特

色農遊場域發

展食農教育。 

本市梓官區漁

會、永安新港

社區、彌陀漁

創客及養青等

均與漁村特色

結合，發展食

農教育活動，

未來持續輔導

更多漁村團體

加入辦理。 

同 112 年基

準年 

同 112 年基準

年 

主辦： 

海洋局 

輔導同 學農

場、旗山糖廠

社區申請環境

教育設 施場

所。 

現正輔導之旗

山糖廠社區有

1 套食農教育

相關環境教育

課程。 

旗山糖廠社

區已於 113

年 4月通過，

成為本市環

境教育設施

場所。 

綜合計畫科： 

協助彌陀漯底

社區社區出 1

套食漁教育教

案，並已於 7月

至 8月間，辦理

5場次的食漁教

育活動，共計

350人參加。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觀光工廠之主

管單位為經濟

部產業 發展

配合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

之觀光工廠

持續配合經濟

部產業發展署

之觀光工廠評

主辦：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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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有關鼓勵

食品觀光工廠

結合食農教育

一節，擬配合

轉知產業發展

署參酌。 

評鑑作業，鼓

勵本市食品

觀光工廠發

展食農教育。 

鑑作業，鼓勵本

市食品觀光工

廠發展食農教

育。 

4-2-2 

於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推 廣 食

農教育 

各 類 據

點 食 農

教 育 推

廣活動 /

場次 

健康管理科: 

持續於 全市

38 區社區據

點及在地農、

漁會辦理營養

團體衛教課程

及健康均衡飲

食宣導。(111

年共辦理 171

場次， 計有

2734 人次參

加；112 年截

至 7月底辦理

180 場次，計

有 3535 人次

參加) 

長期照顧中

心： 

1.現行於失智

據點及巷弄

長照站內推

廣健康餐

盤，失智據

點54處及醫

事 C級巷弄

長照站220

處。 

2.於每月課程

規劃中安排

烘焙手作相

關課程，養

成長輩健康

影食習慣，

亦提供共耕

共食的體

驗。 

3.結合醫事 C

業務說明會

健康管理科: 

持續於全市

38 區社區據

點及在地農、

漁會辦理營

養團體衛教

課程及健康

均衡飲食宣

導。(113 年

1-5 月辦理

84場次，計有

1,253人次參

加) 

長期照顧中

心： 

1.現行於225

處 C 級巷

弄長照站

推廣健康

餐盤。 

2.113年 2月

16日結合

醫事 C 業

務說明會

辦理營養

餐盤教育

訓練宣導

講座，參與

人數約168

人。 

健康管理科: 

持續於全市 38

區社區據點及

在地農、漁會辦

理營養團體衛

教課程及健康

均衡飲食宣導。

(113年 6-11月

辦理 263 場次，

計有 5,083 人

次參加) 

長期照顧中心： 

1.現行使用通

訊軟體於224

處 C 級巷弄

長照站推廣

健康餐盤。 

2.於每月課程

規劃中安排

烘焙手作相

關課程，養成

長輩健康影

食習慣，亦提

供共耕共食

的體驗。 

主辦：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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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2場次

的營養餐盤

教育訓練宣

導講座，參

與人數約

150人。 

為提供據點服

務人員備餐營

養觀念及增進

據點共餐服務

品質，112 年

7-8 月分區辦

理 3場次「銀

養共饗 好食

光」餐飲志工

培力工作坊，

其中安排「荔

枝木餐具」手

作體驗課程，

透過循環經濟

的概念，重新

打造木材廢料

製造餐具，計

130人參加。 

同 112 年基

準年 

113年 9月至 11

月辦理據點服

務人員基礎訓

練，課程內容含

老人營養餐食

設計及烹飪技

巧分享，計 137

人、411 人次參

與。 

主辦： 

社會局 

 

4-3 依

據 在

地 農

業 特

色 推

動 食

農 教

育 

4-3-1  

辦 理 食

農 教 育

推 廣 活

動(含畜

禽 友 善

飼 養 與

動 物 福

祉)，鼓

勵 多 元

團 體 投

入 全 民

食 農 教

育 

多 元 團

體 針 對

各 類 對

象 辦 理

食 農 教

育活動 /

場次 

農民組織科： 

休閒農 業推

展、農會食農

教育輔導。 

行銷輔導科： 

田園響宴、食

材尋寶 隊活

動、微風市集

有機活動。 

農村發展科: 

輔導本市農村

再生社區辦理

推廣社區食農

校活動。 

畜產管理科： 

高雄優質畜禽

品推廣。 

動物保護處： 

拓展 SDGs 永

續觀點與經濟

農民組織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行銷輔導科

（同 112 年

基準年）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

村再生社區

於年度農村

再生計畫所

提之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113

年輔導提案8

件。 

畜產管理科： 

高雄優質畜

禽品推廣，辦

理主題活動2

農民組織科： 

休閒農業推展、

農會食農教育

輔導 

行銷輔導科： 

田園響宴 1場、

食材尋寶隊活

動 2場、微風市

集 3 章 1Q 活動

4場、親子料理

營 2場。 

農村發展科： 

優先受理農村

再生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所提之食農

教育相關規畫

及活動，113年

輔導提案 8件。 

畜產管理科：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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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等議

題深度 與廣

度。在燕巢動

物保護關愛園

區環境教育認

證場域，及動

保種子教師培

訓等活動，讓

民眾協同參與

相關課程，體

驗友雞動福環

境永續 新觀

點。 

場次。 

高雄市動保

護處： 

113年 7-8月

預計辦理 3

場次，分別專

題演講、參觀

展覽、參訪與

食農相關之

經濟動物相

關場域、電影

等多元面向，

招募至少140

名教師，共同

激盪出新思

維與動保的

火花。 

持續輔導本市

畜牧場申請產

銷履歷及友善

飼養驗證，目前

累 計 通 過 12

場。 

高雄市動保護

處： 

動物保護處拓

展 SDGs 永續觀

點與經濟動物

福利：113年 7-

8 月辦理 5 場

次，分別專題演

講、參觀展覽、

參訪與食農相

關之經濟動物

相關場域、電影

等多元面向，招

募 65 名教師，

共同激盪出食

農教育新思維

與動保的火花。 

 

1.每年於高雄

食品展推廣

高雄在地水

產品。 

2.適時配合產

銷現況，結

合業者辦理

推廣活動，

共同為本市

特色水產品

行銷。 

本局配合節

慶於過年前

辦理「港灣旨

味祭-2024高

雄海味年貨

市集」，結合

本 市特色水

產品廠商，辦

理推廣行銷

活動。 

嚴選本市在地

水產品特色食

材(如秋刀魚、

魷魚、白蝦、虱

目魚等 )辦理

「夯魚包」、「高

雄食品展」等推

廣行銷活動，以

宣導食農教育。 

主辦： 

海洋局 

1.與佛光山辦

理結合在地

食材蔬食博

覽會。 

2.與財團法人

癌症關懷基

金會辦理小

樂活講座，

宣 導 食 在

地、食當季

1.與佛光山

辦理結合

在地食材

蔬食博覽

會。 

2.與財團法

人癌症關

懷基金會

辦理小樂

活講座，宣

1.與佛光山辦

理結合在地

食材蔬食博

覽會。 

2.與財團法人

癌症關懷基

金會辦理小

樂活講座，宣

導食在地、食

當季健康講

主辦：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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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

112年度1-6

月 計 辦 理

114場次，約

1萬2,986人

參與。 

3.與財團法人

癌症基金會

辦理蔬果彩

虹579，透過

遊戲及實際

互動方式讓

學童從小認

知 健 康 飲

食。112年度

1-6月計辦

理60場次、

7,328人 參

與。 

導食在地、

食當季健

康講座。

113年度1-

6月計辦理

51場次，約

6,606人參

與。 

3.與財團法

人癌症基

金會辦理

蔬果彩虹

579，透過

遊戲及實

際互動方

式讓學童

從小認知

健康飲食。

113年度1-

6月計辦理

12場次、

1,402人參

與。 

座。113年8至

114年 1月預

計辦理 12場

次，約12,497

人參與。 

3.與財團法人

癌症基金會

辦理蔬果彩

虹579，透過

遊戲及實際

互動方式讓

學童從小認

知健康飲食。

113年 8月至

114年1月，預

計辦理 10場

次、2,236名

學生參與。 

高雄市立圖書
館依據高雄物
產及多元族群
飲食文化特色
辦理食農教育
推廣活動。 
1.111年由路
竹分館辦理
「虱目魚的
故鄉《這是
什麼魚》繪
本導讀」、
「DIY 課程
認識路竹四
寶-番茄、雞
蛋、花椰菜、
虱目魚」，讓
學童透過閱
讀了解在地
文化及物產
特色；彌陀
公園分館於

高雄市立圖
書館致力於
推廣食農教
育，113年1-6
月期間，總分
館舉辦了6場
活動，吸引了
超過2百人次
的參與。 
1.總館舉辦
了名為「食
在閱讀-食
農文化主
題書展」的
活動，介紹
高雄的小
農、茶文
化、米食等
在地特色，
並邀請了
前《好吃》
雜誌副總

高雄市立圖書

館依據在地農

業特色辦理食

農教育推廣活

動，透過書展、

講座、繪本導

讀、體驗活動及

走讀活動等，讓

參與者對在地

農業發展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和認識。113年

6-11 月共計辦

理 11 場次的活

動，累計參與人

次超過 3 萬人。 

主辦：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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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期 推 出
「假日小小
農 夫 體 驗
趣」活動，
帶領親子實
際 走 入 田
野，以彌陀
經 濟 作 物
「蔬菜」為
主角，體驗
蔬菜育苗、
播種、採收
流程。 

2.112年1-7月
分館依館藏
特色與在地
特色持續推
廣結合高雄
物產及多元
族群飲食文
化特色的食
農 教 育 活
動，進行共
計14場次，
達1千人次
以上參與。 

(1)美濃分館

與高雄在地

漢來美食合

作，辦理「品

好 書 讀 好

味」，以「好

食 蓮 蓮 書

展」推廣好

書，以及「野

蓮植生態樣

暨採洗野蓮

體驗」走讀； 

(2)路竹分館

以「柑仔蜜

星球」為主

題，於 5 至

7 月規劃導

讀、漫畫的

創作等系列

編輯馮忠
恬老師分
享食物與
人之間的
關係。 

2.甲仙分館
舉辦「梅好
食光，酒醋
DIY」和「甲
仙溯源，梅
好食光」活
動，讓參與
者親身體
驗梅醋、梅
酒的製作
過程，並品
嚐當地美
食。 

3.杉林分館
舉辦多項
活動，包括
茶碗展演
講座、手作
客家紅粄
以及客家
米食體驗，
讓參與者
了解不同
種類的茶
特色，並深
入探討客
家傳統文
化和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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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帶領

學員認識在

地農、漁業

的 產 業 結

構，連結起

珍惜土地、

農產、環境

及認同鄉土

的情感。 

(3)六龜分館

以館藏特色

茶 業 為 核

心，從茶葉

栽種、茶種

認識、品茗

等等面向，

帶領市民認

識六龜山茶

文化的發展

與特色，並

提升在地山

茶文化的深

度； 

(4)甲仙分館

辦理「芋見

美好-悅讀

甲 仙 我 的

家」，透過甲

仙國小的繪

本《梅芋竹

遊甲仙》、

《芋見甲仙

我的家》、

《幸福靠山

-甲仙山腳

下 的 拔 河

隊》及《回

家梅！戀戀

甲 仙 阿 里

關》帶領學

童、親子探

索家鄉與認

識甲仙特產

「芋頭」，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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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有在地

地景地物，

如學校、景

點、人文和

料理等在地

特色，呈現

出家鄉的美

麗風情。 

1.於6月3日配

合環保署主

辦「2023世

界環境日塑

戰速決永續

食尚」，透過

教具及食品

陳列，將惜

食行動落實

於生活中，

約 500位民

眾參與。。 

2.推廣高雄市

轄內餐廳使

用 在 地 食

材，並加入

環保餐廳目

前本市已有

134間環保

餐廳。 

1.於 6月 1日

配合環保

署 主 辦

「 2024 世

界環境日~

減塑呷健

康」活動，

透過教具

及食品陳

列，將惜食

行動落實

於生活中，

約400位民

眾參與。 

2.推廣業者

加入環保

餐廳響應3

大要點: 

(1)做好源頭

減量，不主

動提供一

次性用品。 

(2)使用在地

食材優先

使用國產

食材。 

(3)推行惜食

點餐提供

餐點分量

調整。目前

本市已有

412間環保

餐廳。 

綜合計畫科、氣

候變遷因應科： 

1.於6月1日配

合環境部主

辦「2024世界

環境日~減塑

呷健康」活

動，透過教具

及食品陳列，

將惜食行動

落實於生活

中，約400位

民眾參與。 

2.推廣業者加

入環保餐廳

響 應 3 大 要

點: 

(1)做好源頭減

量，不主動提

供一次性用

品。 

(2)使用在地食

材優先使用

國產食材。 

(3)推行惜食點

餐提供餐點

分量調整。目

前本市已有

445間環保餐

廳。 

主辦： 

環境保

護局 

本會規劃於駁

二藝術特區設

立之原駁館辦

本會規劃於

駁二藝術特

區設立之原

經濟及土地管

理組： 

本會本年度於

主辦： 

原住民

事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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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食農教育體

驗預計 3 場

次。 

駁館辦理食

農教育體驗

預計 4場次。 

原駁館邀請原

民業者辦理食

農教育 DIY 體

驗:7/13洗愛玉

體驗、8/10 及

8/23 醃漬梅體

驗、9/21手工大

地寶石皂體驗，

共計 4 場次。 

員會 

1.不定期辦理

客 庄 小 旅

行，帶領民

眾深度體驗

客家特色產

業，認識客

家族群飲食

文化。112年

「美濃藝穗

節」於5月辦

理「夜宿美

濃尋寶趣」

活動，遊客

夜宿美濃客

家文物館，

並實地走訪

美濃湖、永

安 老 街 夥

房、百年水

圳、菸葉輔

導站、農會

超市、客家

風 味 餐 廳

等，帶領民

眾到農會超

市認識美濃

當令物產及

產銷履歷、

DIY 製作體

驗 粄 條 壽

司、品嘗客

家傳統及創

意料理，感

受日間到夜

間美濃山水

113 年 2 月 6

日舉辦高雄

市客家文創

人才留美培

力計畫-花酵

開幕品評會，

邀請美食家、

地方人士及

記者品評「花

酵」店家。席

間品嘗在地

食材、漬物料

理的特色餐

點，佐以自產

自銷的精釀

啤酒，帶領與

會嘉賓認識

美濃青年的

文創力，並透

過媒體推廣

美濃在地食

材、客家飲食

文化、傳承客

庄美食、醃漬

技術及發酵

工藝。 

113年舉辦「一

字千金文學路」

等 6 場客庄古

道與人文風情

小旅行，結合食

農教育帶領民

眾走讀客庄，深

入了解客家特

色產業與在地

農業價值。活動

中探索農村生

態、品味客家美

食，並認識在地

農產品的生產

故事與文化意

涵，讓參與者不

僅感受客庄之

美，更體會永續

農業與飲食文

化的重要性，計

233人參與。 

主辦：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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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自然之

美，從產地

到餐桌認識

客家飲食，

完整走讀客

庄，2梯次計

39 人 參 加

(經費35萬

元)。 

2.於「迎春好

食客」、「好

客迎端午」、

「包粽送愛

心」3場活動

中，帶領民

眾從製作客

家紅粄、粄

粽及試吃粄

條的過程，

體驗與認識

客家飲食文

化特色，計

1,300人 參

加(經費40

萬元)。 

3.輔 導 廠 商

「帕蒂斯藝

饗家」、「美

濃啖糕堂」、

「濃甜」等

店家優先採

購在地小農

所產的當季

蔬菜、水果

等農產品，

並開發為特

色餐點。 

4-4 

結 合

農 村

綠 色

照 顧

推 廣

高 齡

4-4-1 

結 合 供

餐，落實

農 村 社

區 高 齡

者 及 弱

勢 家 庭

農漁會、

農 村 社

區 申 請

綠 色 照

顧計畫 /

數量 

農村發展科： 

輔導社區爭取

水保局農村社

區綠色照顧計

畫。 

農村發展科： 

輔導 4 案錄

取農村水保

署 113 年綠

色照顧計畫。

(水寮、新威、

內東、新和社

農村發展科： 

輔導 4 案錄取

農村水保署 113

年綠色照顧計

畫。(水寮、新

威、內東、新和

社區)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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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食

農 教

育 

的 食 農

教育 

區) 

4-4-2 

針 對 高

齡 者 發

展 多 元

食 農 教

育 體 驗

及 學 習

活動 

農漁會、

社 區 綠

色 照 顧

站 辦 理

食 農 教

育活動 /

場次 

農村發展科： 

鼓勵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研提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及

活動。 

農民組織科： 

輔導各農會積

極爭取農委會

綠色照顧推動

示範計畫，加

強推動高齡者

綠色照顧多元

學習課程及健

康供餐服務，

打造高齡者在

地健康老化環

境。 

同 112 年基

準年 

農村發展科： 

鼓勵社區於年

度農村再生計

畫研提食農教

育相關規畫及

活動。 

農民組織科： 

輔導各農會積

極爭取農委會

綠色照顧推動

示範計畫，加強

推動高齡者綠

色照顧多元學

習課程及健康

供餐服務，打造

高齡者在地健

康老化環境。 

主辦： 

農業局 

4-5 

推 廣

國 際

食 農

教 育

交流 

4-5-1 

鼓 勵 高

雄 市 產

官 學 相

關 食 農

推 廣 單

位 辦 理

及 參 與

國 際 交

流，拓展

國 際 連

結 

結 合 高

雄 農 產

推廣，國

際 食 農

教 育 之

交 流 與

合 作 狀

態 

1. 食農教育

成果展活

動邀請高

雄國際學

校參與及

田園響宴、

有機市集

活動合作。 

2. 2023年5月

高雄市提

供金鑽鳳

梨供八王

子全市共

38個學校、

約1.3萬名

日本國中

生校園午

餐食用。東

京八王子

市教育委

員會亦準

備食農教

2024 年 5 月

媒合八王子

台灣友好交

流協會採購

鳳梨捐贈東

京八王子市

38所國中，約

14,500 名師

生，東京八王

子市教育委

員會亦準備

食農教育教

材，讓學生食

育之餘更認

識高雄市，強

化高雄與八

王子市的姊

妹市情誼。 

2024 年 5 月媒

合八王子台灣

友好交流協會

採購鳳梨捐贈

東京八王子市

38 所國中，約

14,500名師生，

東京八王子市

教育委員會亦

準備食農教育

教材，讓學生食

育之餘更認識

高雄市，強化高

雄與八王子市

的姊妹市情誼。 

主辦：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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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材，讓

學生享用

之餘更認

識高雄市。 

透過國外姊妹

校來訪，藉由

學校午餐介紹

臺 灣 國產 食

材。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主辦： 

教育局 

 

1.採購及致贈
訪賓禮品，
著 重 具 備
「高雄在地
故事」，採購
原則，選用
在地優質農
特產品，或
是由高雄商
家所製作之
藝術作品及
創 意 商 品
等，讓訪賓
更加認識高
雄的多元歷
史文化及豐
富 自 然 風
貌。 

2.採購贈送訪
賓之高雄物
產類禮品，
包含由六龜
原住民茶農
生產之「六
龜藤枝山茶
茶葉禮盒」、
桃源區小農
生產設計之
「原山茶禮
盒」，以及六
龜區農會之
「六龜山茶
茶包禮盒」、
「大樹鳳荔
酥」等農特
產禮品。另
亦採購如乃

1.本處近期
採購贈送
訪賓之高
雄物產類
禮品，包含
六龜區茶
廠之「六龜
原生種山
茶禮盒—
棋盤組」、
六龜區農
會「六龜山
茶茶包禮
盒」、桃源
區小農生
產之「原山
茶禮盒」、
杉林區小
農種植開
發之有機
「玫瑰花
醬 禮 盒
組」，以及
大樹區農
會之「鳳荔
雙心酥」等
農特產品，
共同推廣
本市各行
政區豐富
物產。 

2.於2024年3

月 19 日直
送高雄大
樹金鑽鳳
梨汁予日
本京都橘

1.本處近期採

購贈送訪賓

禮品，包含六

龜區「六龜原

生種山茶禮

盒」、「藏寶藏

禮盒」，以及

桃源區「原山

茶禮盒」與林

園區「乃姬荔

枝甜酒」等農

特產品，以共

同推廣本市

各行政區豐

富物產。 

2.於2024年8月

24日至8月25

日與日本台

灣交流協會

首 度 合 辦

「 2024台日

大 港 水 果

祭」，加強宣

傳台灣已可

輸日或外銷

的優質水果、

加工品，並舉

辧市集，鼓勵

民眾品嘗、採

購鳳梨及香

蕉等在地農

特產品。 

主辦： 

行政暨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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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 荔 枝 甜
酒、荔釀等
由在地酒廠
採集大樹玉
荷包釀製之
新鮮水果甜
酒作為國外
訪客的伴手
禮，協助推
廣各行政區
豐富物產。 

3.長期與國際
城市及外國
駐台單位交
流密切，透
過 專 案 活
動，如「2021
駐台使節雄
食在」專案，
選用本市型
農大聯盟禮
盒及六龜蓮
霧 組 合 之
「雄食在物
產箱」，寄送
予友邦駐台
使 節 等 單
位；「2022智
慧城市論壇
暨展覽」期
間致贈駐台
使節，由高
雄出產之芭
樂、蜜棗、
香蕉等優質
農產組合之
「高雄當季
盛產水果禮
盒」；「2023
端午禮盒」
案，禮盒搭
配本市各地
特色農漁產
品，包含高
雄147米磚、
甲 仙 梅 精

高校吹奏
樂部師生，
促進城市
交流及在
地農產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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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六龜山
茶、大崗山
龍眼蜂蜜及
梓官漁婦佳
餚等贈予駐
台單位及國
際外賓，以
提升本市優
質農產品能
見度。 

4.於112年7月
10日及12日
分別致贈旗
山香蕉予熊
本縣專修大
學玉名高校
及三重縣津
高校等2所
高雄市姊妹
校，以促進
城市交流及
在地農產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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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高雄市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 

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  

112年2月14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1230120600號函訂定  

112年9月11日高市府人字第11230790300號函修正  

 

一、本府為推動食農教育，依食農教育法第八條第一項設食農教育推動會(以下

簡稱本會)，並為規範本會之組成及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督導本市食農教育政策及計畫。  

    (二)提供本市食農教育政策、法規、課程規劃等事項及計畫之興革意見。  

    (三)其他有關推展本市食農教育之諮詢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四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副秘書長一人兼任；一

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農業局局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任之：  

    (一)本府衛生局代表一人。  

    (二)本府教育局代表一人。   

    (三)本府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四)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代表一人。  

    (五)本府文化局代表一人。  

    (六)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代表一人。  

    (七)本府海洋局代表一人。  

    (八)本府觀光局代表一人。  

(九)專家、學者及團體代表十二人。  

(十)青年學生代表二人。  

   前項第九款委員，應包含食品、營養、農業、教育、環境、動物福利、文化

及觀光領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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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四、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應

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遴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日為止。  

 

五、本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七、本會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兼任之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

由機關指派代表出席。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學者、專家列席。  

 

八、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農業局派員兼任，承召集人、副召集人之命，

綜理會務。  

    本會行政作業由本府農業局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辦理，並受執行秘書之

指揮監督。 

 

十、本會委員之開會及表決，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十一、本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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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一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計畫 

第一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計畫 

 

一、 依據： 

本計畫依據「食農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下稱本計畫)訂定之。 

二、 目的： 

為獎勵從事食農教育工作具有貢獻者，參閱農業部「第一屆國家食農

教育傑出貢獻獎徵件活動」，辦理「第一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

勵計畫」，以表彰對本市從事食農教育工作推動具有貢獻者，給予公開表

揚，激發本市優質食農教育工作者榮譽感，帶動食農教育永續發展。 

三、 指導單位： 

農業部 

四、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 

五、 獎勵對象： 

分為個人組及團體組，團體組又分法人團體、民營事業、學校及幼兒

園、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社區，共計六報名項別。 

（一） 個人組：中華民國國民，設籍或任職所在地於高雄市，從事食農教

育之規劃、宣傳推廣及輔導陪伴等相關實務滿二年，績效卓著。 

（二） 團體組：除政府機關(構)及學校外，應依法設立二年以上，報名日

之前二年期間內，具有獎勵事蹟。 

1. 法人團體：登記所在地為高雄市，但屬全國性團體者，主事務

所所在地為高雄市者。財團法人(含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非營利性社團法人(如

合作社、公會、工會、協會、策進會、促進會、學會等)、農民

團體(農業合作社、農會、漁會)、產銷班、依法成立之社區大

學、其他非政府組織等。 

2. 民營事業：主事務所所在地為高雄市者，公司及其他以營利為

目的之私營事業(商號、醫療社團法人)。 

3. 學校及幼兒園：所在地為高雄市者，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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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構)及公營事

業機構。但不包括公立學校。 

5. 社區：所在地為高雄市者，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農村再生社區。 

六、 獎勵方式： 

（一） 個人組：  

至多取三名，薦送提報參加農業部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

並各頒給一萬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座一座。 

（二） 團體組：  

各獎勵事蹟項目至多取三名，薦送提報參加農業部第一屆國家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獎；並各頒給一萬元獎金或等值禮券及獎座一座。 

（三） 個人組或團體組各獎勵事蹟項目如報名參選數不足或具體事蹟未

達標準者，得予從缺。 

（四） 獲獎者屬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適用對象者，僅發給獎座

一座，並得由獲獎者就職單位，本權責予以敘獎。 

七、 報名期間與方式：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3年7月22日(星期一)止。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由農業部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https://fae.moa.gov.tw/)或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網站 

(https://academy.moa.gov.tw/faec/) ，進入報名系統，直轄市、

縣(市)別點選「高雄市政府」，並請依網站報名方式填寫及提供電子

檔資料： 

1. 電子檔資料：請以 PDF 檔為主，檔名需填寫全名、個別存檔。 

2. 報名資料概不退件，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八、 報名應繳交資料： 

（一） 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報名表(直轄市、縣(市)別點選

「高雄市政府」)。 

（二） 推動食農教育績效優良事蹟表，並請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三）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切結書。  

（四） 個人組參選者，得視需要提供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個

人 組)推薦表，推薦單位負責人不得為參選者本人或與參選者有

三等親 內之親屬關係。 

https://fae.moa.gov.tw/
https://academy.moa.gov.tw/fae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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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團體組參選者，除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外，應附設立二年

以 上證明文件影本。 

九、 評審程序： 

（一） 評審團組成： 

本府邀集相關機關（構）、民間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九人之

評審團，辦理評審事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

人數三分之二，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評審團審查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交通費。 

評審團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全體委員及表決人數；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 

（二） 評審委員迴避規定: 

1. 評審委員審查各獎勵對象者，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自行迴避： 

（1）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ㄧ。 

（2） 與參選者有利害關係。 

2. 利害關係人得向本府申請評審委員申請迴避： 

（1） 有1.自行迴避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2）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進行審查有偏頗之虞。 

3.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

避之評審委員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4. 利害關係人於審查期間對於評審委員提出迴避申請，於所舉之

原因及事實釋明資料不足以佐證時，評審委員無須迴避。 

（三） 評審作業 (以下時間依農業部公告『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

之時程為主)：： 

1. 參選者於 7 月 22 日前至報名網站報名，經本府進行程序審

查後邀集評審委員辦理審查作業，得邀請參選者說明其具體事

蹟，綜合評審決議「第一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個人

組及團體組之獲獎名單，每報名項別獎勵項目至多取三名(但

個人組或團體組各獎勵事蹟項目報名參選數不足或具體事蹟

未達標準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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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屆高雄市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個人組及團體組之獲

獎名單，薦送參加「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複

審。 

（四） 評分項目及基準： 

1. 個人組審查評分項目 

食農教育 

具體作為 

（35%） 

規劃、推廣及宣導食農教育之具體作為、計畫或措施，其

包含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培養均衡

飲食觀念、深化飲食連結農業、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地產

地消永續農業等六大方針不同面向說明食農教育。 

規劃或設計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教案、演講、討論、體驗、

實驗、展覽(售)活動、輔導培訓、實作、遊程規劃、研究

分析或其他活動等教材、文宣或手冊。 

與其他個人或其他團體合作推動食農教育之事蹟。 

推動食農教育

成果及效益 

（35%） 

規劃、推廣及宣導食農教育之具體成果（可依據參選者本

身所推動之食農教育特(屬)性予以撰寫及論述食農教育領

域），以廣度及深度兩個面向闡述。 

食農教育活動跨領域及創新特色，協助機關（構）、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事業、社區、學校辦理食農教育課程、教案、

演講、討論、體驗、實驗、展覽(售)活動、輔導培訓、實

作、遊程規劃、研究分析或其他等多元化活動。 

其他有益食農教育影響力提升或永續發展之條件創造。 

其他特殊 

績優事蹟 

（15%） 

特殊績優事蹟。 

歷屆得獎之事蹟。 

已取得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之事蹟。 

未來展望 

（15%） 

以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培養均衡飲

食觀念、深化飲食連結農業、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地產地

消永續農業等六大方針不同面向說明食農教育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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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組審查評分項目 

食農教育資源

整合與運用 

（10%） 

推動食農教育工作組織及運作情形。 

食農教育人力（如師資、專長、經歷等）及物力之運用情形。 

食農教育財力籌措及使用情形。 

食農教育 

具體作為 

（35%） 

規劃、推廣及宣導食農教育之具體作為、計畫或措施，其包

含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培養均衡飲食

觀念、深化飲食連結農業、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地產地消永

續農業等六大方針不同面向說明食農教育。 

規劃或設計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教案、演講、討論、體驗、

實驗、展覽(售)活動、輔導培訓、實作、遊程規劃、研究分

析。 

與其他個人或其他團體合作推動食農教育之事蹟。 

推動食農教育系統性發展，培養國民食農教育素養之規劃能

力。 

推動食農教育

成果及效益 

（35%） 

對內部或外部規劃、推廣及宣導食農教育之具體成果（可依

據參選者本身所推動之食農教育特（屬）性予以撰寫及論述

食農教育領域），以廣度及深度兩個面向闡述。 

食農教育活動跨領域及創新特色，協助機關（構）、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事業、社區、學校辦理食農教育課程、教案、演

講、討論、體驗、實驗、展覽(售)活動、輔導培訓、實作、

遊程規劃、研究分析或其他等多元化活動。 

組織及運用義（志）工或民眾、學校教職員、事業之員工或

其眷屬、參訪者或消費者等，辦理食農教育訓練之績效。 

其他有益食農教育影響力提升或永續發展之條件創造。 

其他特殊 

績優事蹟 

（10%） 

特殊績優事蹟。 

歷屆得獎之事蹟。 

已有食農教育場域者，請敘述說明場域相關體驗並檢附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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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10%） 

以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培養均衡飲食

觀念、深化飲食連結農業、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地產地消永

續農業等六大方針不同面向說明食農教育未來發展。 

十、 注意事項： 

（一） 高雄市政府得運用獲獎者提供之實物、影像與說明等相關資料，作

為展覽、宣傳、攝影及出版等用途，參選資料原則不退還。 

（二） 未入選之參選者不另行通知或退還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請自行備

份留存。 

（三） 參選者須遵守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包括報名資料及相關附件資

料等，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所提報之成果數據，應為真實，

不得任意增減。 

（四） 獲獎者之獲獎事蹟如經查證有虛偽不實者，應撤銷其獎勵；其已發

給之獎座及獎金，應予追回。 

（五） 高雄市政府對活動相關規定、日期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權，如有未

盡事宜，並得視實際狀況酌情修改，同時逕於網路公告，不另以書

面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