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稻」-苗栗縣西湖鄉有機米新品牌   「強稻」秈、稉有機米禮盒包裝   「倒吊米」農村藝術文化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推動105

年度「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作

計畫，苗栗縣西湖鄉是示範點之一，以苗

栗縣有機良食生產合作社為輔導對象，

邀請農糧署北區分署、畜產試驗所新竹

分所、本場、苗栗縣政府及彰化師範大學

共同參與輔導，期推動苗栗縣有機產業永

續發展。8月18日舉辦「五湖有機產業工

坊」啟用儀式，將原本閒置空間改造為產

業工坊，現場設有冷藏庫、碾米及精米設

備，以及大豆烘乾機，針對稉稻及秈稻各

有適用的碾米及精米設備。

現場另特別展示「倒吊米」農村藝

術及文化，此一技術源自日本，其目的在

於將收割時稻稈尚存有的養分回流到稻

穀，增添稻米營養與風味，本場將依產業

需要，著手進行「倒吊米」米質、營養成

分及口感等分析研究。

會場上同時發表專屬品牌「強稻」

有機米，意謂在逆境中生長的有機稻米，

並展開4天行銷推廣活動，草擬有機農業

結盟虛擬市集計畫，後續規劃將閒置三

合院改造為「食農教育」教室，整體有機

產業架構包括：有機農作生產、初級加工

品、自有品牌形象、農村藝術文化、食農

教育及行銷策略結盟等，歡迎有興趣的青

年農民共同參與或借鏡參考。

認識「4章1Q」 為校園午餐安全食材供應做準備

「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作推動有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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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校園午餐採用安全國產食材是民

眾的共識，經農委會、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

跨部會協商決議，自今年9月起，校園午餐

生鮮農產品的安全，包含抽驗及供應等，將

由農委會負責把關，並請教育部修改團膳供

餐契約範本，自106學年度起（106年8月開

始）明訂校園午餐食材必須採用有機（含有

機轉型期）、產銷履歷、CAS台灣優良農

產品及吉園圃4種標章產品，再加上農產追

溯條碼（通稱為QR-CODE）農產品。整體

規劃在於農產品的供應來源都可以被追溯查

核，有利於學童的食農教育及農業發展，相

關標章及簡要說明如右表。

上述新政策目前尚有1年的緩衝時間，

屆時廠商無前述「4章1Q」驗證或標示，將

無法再參與校園午餐供應體系，請農民朋友

踴躍申請，尤其目前申請台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條碼無需負擔費用，一則可加強對農產品

安全的自主管理，提升對自我農產品品質的

自信，一則可增進與消費者的溝通與信任。

另一方面，國人對農產品安全日益重視，未

來除了校園午餐食材外，一般家庭消費將是

更大市場。

標章/制度 說明

CAS有機農產品標章

驗證項目為農糧作物、禽畜水產品，以及前述加工品

全國有13家驗證機構，包括中興大學驗證中心、慈心有機驗證公司等

已驗證面積約6500公頃

每年驗證費用約4萬餘元，政府有補助部分驗證費用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http://taft.coa.gov.tw/）為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實施及驗證，加上履歷追溯體系

驗證項目包括農糧作物、禽畜水產品

全國有中興大學驗證中心等12家驗證機構

已驗證面積約10,200公頃

每年驗證費用約4萬元，費用補助依地區農會情形而定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主要項目為截切蔬菜、肉品、蛋及加工品

所使用之主要/重要原料必須為國產原料

吉園圃安全蔬果2.0標章

為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http://gap.afa.gov.tw/）結合生產追溯條碼

僅針對蔬果

目前面積約25,700公頃

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以農產品為主，以及農委會公告約40項加工品

農民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品項、產地等相關資訊登錄到本生產追溯

系統（https://qrc.afa.gov.tw/）
強化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責任，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之信賴

目前申請無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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