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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起草憶事錄 

為何堅持自然農法 

    筆者年輕時的輕浮，不重視身體健康，把人生的酒趁年輕時一次喝光了，但導致身

體也壞了，原以為從此就要靠藥物度過餘生的悲觀人生，甚至連為家人想好的保險安家

費都要準備推行了………如此的負面人生，卻在上帝的帶領下，造就了對自然農法的堅

持，用身體來證明，為何要推廣自然農法，甚至起草了屬於我們的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

農法，用人生經驗來慢慢地告訴你… 

 

台灣自然農法的貧瘠 

    為何台灣自然農法很少？為何不能有屬於自己台灣的農法，這問題思考了好久好

久….台灣農業學者很多很多，但認為自然農法的可行性像個燦爛天花板，看的到卻吃不

到，也是一條不歸路。因為要考量的層面太多了，例如：鄰田農藥汙染及家庭廢水、重

金屬等等汙染，當然還有小農藥商比植物醫生還專業(假專業)，大農藥商政、商關係厲

害多了，所以慣行農法預測可能還會橫行台灣數十載，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基於以上原

因，創造一個農法似乎是浪費時間、沒效益的，且大家不願意改變，因為慣行太輕鬆了，

自然農法根本是吃力不討好的一門功夫，且外國自然農法已經清楚的將農法依序套量好，

多例如 MOA 自然農法、KKF 自然農法、秀明自然農法等日本系列農法等可以參仿，所以

一般能者都不願意投入在本國農法之內容來做學理上的推論跟研究，但是今天不是要告

訴你慣行農法有多差，自然農法有多好的比較性問答。而是想介紹自然農法(友善耕作)

到底是甚麼？ 也有人叫它做自然農耕，根據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 C.O.A.A.)

的定義:依有機實施準則，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機肥

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簡言之，就是跟著大自然的法則來生產作物的農業生

產方法。化肥跟農藥是如何危害自然環境這就不多做說明，筆者自從看了樸門農法後，

簡直是開啟了對我自然農法的思維啟發，端倪我們大漢山下自然生態與中、北環境截然

不同，所以自然草起出了屬於我們的我們的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大漢山偏向森林

農法利用樹林或高、中、矮作物營造一個中、微型的自然氣候讓作物跟生物在裡面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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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回饋的是創造多元的生物鏈在其中，自然的奧妙存乎一心，美好的生態事在人為。

大自然會告訴謙卑的人它的祕密，跟著良心走而非貪走。為了農業的永續經營，師法自

然為老師，原產淬煉成健康。就是我們推動的信念。 

 

大家不願意做的事情，變成我們的特點 

    基於看到大家都不願意做自然農法(友善耕作)這點，反而變成了我們自然農法的亮

點，長輩們以前沒噴藥、沒施化肥並勵作物共榮多元的間作，但是相榮共生的植物項跟

產量優勢卻沒有較弱，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仿世界觀的森林的農法，是一個從大、

中、小珠作物來做分類，重視微型氣候及自然生態保護的一個理念，符合當前政府要推

廣的友善耕作，政府既然要走友善環境就是推廣愛的理念，推廣愛沒人要做，卻激起了

春日鄉友善團隊想完成的信念，所以帶著一股傻勁想要告訴大家，這正是我們正在做的

事情!利用簡單的土壤檢測、水質檢測跟作物檢測來判別是否符合為第一關卡，但是重點

在生態環境，環境是不會騙人的，有沒有蜘蛛絲跟多元昆蟲在游走，園區走一走，你可

以讓農民絞盡口舌爭辯他環境多麼自然，但是大自然生態會妮妮道來這裡是否符合自然

農法？因為環境是不會說謊的。 

 

自然農法下生成的紅龍果汁跟蝶豆花茶飲改變我的人生 

    筆者內人總是花大筆的銀彈，購買自然草生的火龍果及蝶豆花，當然豐富的花青素

跟愛美是女人花錢很大的關鍵。心想，既然有心想從事農業，但這些產品大家卻認為很

難推行，因為草生栽培紅龍果及自然農法的蝶豆花是不容易養成的。跟著父親友善農業

創辦人鄭爸爸橫豎一拚的心態，走著走著卻陷入了農業這個大泥沼，農業知識大如海，

學都學不完，以前自認為會種火龍果及蝶豆花改變了家庭經濟是很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但進入農業碩班領域後才發現農業知識根本小蝌蚪，要繼續努力再努力….然而面對自然

農法，第一個接觸的就是草生栽培，營造友善環境、避免殺草劑的使用、讓微小的動物

生存，所以草生栽培也算是一個很完整自然農法領域的初階概念。很有經驗的長輩們常

常笑說：你這樣種草是傻瓜！一定會失敗的，但是另一個層面看來，幾年後的今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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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長輩因為農藥噴太多了，顏面神經都受損了，講話都會不自覺的歪一邊，因為常常看

見長輩噴藥都未完善做好安全防護，殊不知這些小習慣卻是未來健康的最大威脅，以 ppm

來算的農藥殘留量吸附到身體，健康自然亮起紅燈。所以，不走慣行農法這一個區塊也

是考量很重的成分所在，因為健康永遠用錢買不回。另一個構思是因為筆者本身就是有

高尿酸及肥胖體質，體質差常常生病，讓我對人生的期望總是帶負面的看法，兩個女兒

怎麼辦？最少看到他們長大結婚吧！ 買保險給後代拉！每天當最後一天啦！ 拉個肚子

就馬上聯想大腸癌拉！ 最近爆發的熱門話題“食安的問題”更是切身影響健康思維的

極大威脅。但自從跟父親開始自然農法草生紅龍果及蝶豆花的種植，固然很累，但感謝

主，也撐過了接近三年之久，看作物的成長及草生自然環境的生成後，也感受到人生的

另一個新氣象，從植物中體會人生另一層面的認知，也真正的認識了自己，也跟父親間

的關係更加緊密，也學會如何去愛別人，我可以很驕傲的跟你說:這是為你帶來健康的食

材！父親賣的是誠信！是健康！更是上帝要帶給我們的愛！以前痛風結晶開刀後對熱愛

打籃球的我來說是切身之痛，因為膝蓋根本不聽使喚，現在因為痛風結晶石的膝蓋已經

復元到可以準備打籃球了。現在呢？正在為了尋找適合的打球的鞋子煩惱呢！講這麼多

的關鍵點在哪？關鍵點就是我吃了健康的飲食後，體質改變了！人跟著也健康了起來！

生命更是活耀了起來！每天跟老婆搶泡蝶豆花跟吃火龍果變成彼此拉鋸的小戰場，我也

感覺我身體年輕了好幾十歲，也變帥了！自然而然地對人生充滿了更多的願景跟挑戰。

我不是生意人，我父親才是，但我想告訴你健康的食材會帶來健康的身體，這才是我想

表達的理念，也是推廣自然農法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我就是個最好的見證人。 

 

自然農法選對作物跟品種很重要 

    依屏東愛文芒果來說，要走自然或有機農法絕對可以，我看過一斤 300多元的有機

芒果，但是可以成本跟時間上的花費會不敷出入，因為樹長年習慣藥跟肥導致果樹本身

抵抗力式微，所以短時間內很難改變。僅針對幾項可以不用施化肥跟農藥且能存活下來

並產值的作物來說明，所以選擇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了。筆者當然失敗的例子很多，也花

了不少的銀彈，美值袋養生薑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目前農場成功的作物有紅藜、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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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蝶豆花、薑黃、芋頭、南瓜、橄欖還有 2年生實驗階段的可可樹及少量的香蕉、芭

樂。以上都可以不施用化肥跟農藥就能輕易存活的物種。當然產量是一般慣行的少 1/3

多，但我始終認為健康是無價的，所以才願意投入自然農法行列，病蟲害在驅趕或減少

為原則下，健康作物相對抵抗力強，得病的機率也降低許多，繼續尋找可以不依靠農藥

及化肥就能量產的作物跟種苗，進而量產是繼續努力追求的目標，這也是期盼能吸引更

多人能加入自然農法行列最寶貴的經驗。 

 

創造農法很容易，執行才是困難點 

    看到古巴友善農業大國，他們觀念非常的先進，作物先讓蟲吃、蟲吃完後就是人吃。

蟲害的蟲種何時被農藥殺光過？病害的病源何時被農藥殺光過？更可怕的是產生了抗藥

性的問題，藥越噴越濃，對農民或附近居民健康危害更是一大隱憂。病害就更慘了，微

生物演變是用小時計算的，一小時就可以演變好幾代，一代、兩代、三代的抗藥性增強…….

永遠也殺不死。更可怕的除了還自己以外，更危害了我們寶貴的自然循環跟土地資源。

認為最聰明的我們(人類)總認為是土地上的霸主，我們人總是絞盡腦汁做出最棒的農機

來運作是最有效率的技術，甚至認為前衛的生技做出來科技是最棒的技術，但是其實上

帝已經給我們最棒的農業技術就是自然的循環系統！因為我們人類技術永遠沒有辦法達

到最完美的生態平衡，所以農法不是問題，而是農民的觀念題，農民對這個自然環境的

愛惜度是重要關鍵，在園裡看到蜘蛛結絲看到草食性動物亂串，這是多麼寶貴的自然生

態環境，也期盼國人能夠重視友善耕作的生成跟推廣，農藥減量甚至免用農藥，尊重自

然的微小生命及植物需要的生態環境，一點一滴的進步都是人類文明的開端。我們堅信，

親近土地，是人類回歸友善環境的最後一哩路。 

 

馬上申請有機農業會的比較好？ 

    大自然會告訴謙卑的人它的祕密，跟著良心走而非貪走。這是我們推廣的理 

念，很多農業同好說，走自然農法不如走有機農法，政府補助接近全額的 9成呢！傻傻

地走自然農法(友善耕作)幹嘛？小弟淺見，有機農法如果沒有自然環境的永續觀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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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下場也是某某菌在那裏狂噴，因為你眼裡容不下這幅度的小生命蠶食你的作物，恨

不得把它馬上噴死，把它濃死、把它捏死、甚至希望他滅絕！所以對大自然呵護的觀念

若沒有導正回來，貿然走有機農業也是徒然，建議可以先走政府力推的友善耕作，當你

對友善環境有一定認知後再轉有機事業，相信會事半功倍，身心靈也會更健康。也更愛

我們的土地，也會更愛我們的地球。當個送健康的推手！ 

 

基於查驗員的設計 

    我們 106年 12月將查驗課程 4小時學習時數納入我們最重要的查驗考量，這些成為

我們春日鄉史上第一批友善耕作的查驗人員外，我們也依據【慈心-綠色保育團隊】現場

授課至農場實際授課查勘，錄音並錄影記住每一個小細節跟眉角，模擬了一套屬於我們

自己的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查驗標準，立基於關心角度來推動查核，期盼都是農民

能接受我們設計的簡單查核模式。這一小步的勇敢跟堅持，我們做完了一件很重要的小

事情。我們也很高興讓全國公認驗證的第一把交椅【慈心-綠色保育團隊】來春日鄉犧牲

寶貴時間來完整授課，我們願意向成功者學習，在慈心黃主任帶領下，透過豐富的內容

講解跟實務操作，完成了今天的授課，送麵包時看到大家學習到很多知識跟笑容，就是

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收穫了。 

《基於自然農法設計制度的考量》 

    苦思為何台灣沒有屬於自己大自然的農法這個觀點思索時，上帝聚集了很多優秀的

農業夥伴匯集大家的智慧，從年長的論述早期耕作的方式到年輕學者的農業見解，我們

發現一些不謀而合的台灣觀點，靠山依海的台灣是屬於森林自然農法的類型，台灣高山

至坡地落至平地不難發現，台灣農業的脈絡其實相輔相成，每個長輩的觀點串成我們搓

合最好的依據，目前台灣農業知識跟生技產業之先進，要完成一套農法其實不難，只是

建立在沒有信心的心理障礙下困擾著自己(因為下游的鄰田汙染、減少產量、過程複雜、

農民無法接受緩效的有機農業、無毒蟲資材太貴等等心理因素) ，我想唯有信靠上帝，

求主給予智慧突破這些困難才能大步走下去，如果只觀看我們的優勢：山林病蟲害少、

天然水泉、優質的森林氮肥素材、優質的益生菌種、天敵的自然生成、健康優質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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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等等，都是我們的先天優勢，如何將劣勢逆轉成更多優勢，我們設計了一套審

查標準模式，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管理規內部及外部範稽核表跟運作機制，從生產

環境條件、研究作業的規範、土壤肥培管理、蟲害管理、雜草管理及農產品之收集、產

銷管理等層面來設計，我想在台灣優質的農業技術上應該不難，唯有健全有規劃性的將

友善耕作的食農教育觀點灌入在每個農民思維上，友善耕作是一個簡單農業知識的轉化，

不善表達的自己，透過禱告求主給予智慧，給足勇氣，向各位前輩們訴諸【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理念，來尋求一個契機。當觀念轉換友善耕作就成功一半了，所以我們願

意花很多時間去做宣傳，因為佔領越多農友跟解救任何一塊土地，對自然生態及微小生

命的保護就會達標，我們以【愛友善 救地球】為一個推廣理念，不只是要救自己，也是

要救地球。 

聖經上有一句不錯的經文：「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箴 17：

3）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GPS審認標章機制 

    我們率先引入PGS(PGS 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參與者共保系統。

雖非官方的審認標章，但我們相信未來的信任體制的建立一定著墨點在消費者身上，因

為食安的危機串起消費者對第三方驗證的質疑？這個大問號卻是我們走向健康食材的新

契機，友善耕作邁入第一年的時刻，我們將 PGS 系統直接進入到我們的審認體系內，固

然辛苦，但是我們相信以消費者為重心的機制，建立了誠信橋梁後，食品安全的隔閡就

會自然解套，也費盡了心思建立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 PGS審認標章機制，納入我們

取得證書跟標章最重要的依據，雖然我們是小社團，審認面積僅 60多公頃，但相信我們

率先發聲友善耕作 PGS系統的時刻，一定能響應所有友善耕作團隊的串聯，一起為有機

及友善耕作農業邁向康莊大道的方向中，期盼在任何時刻，要吃到有機或安全的食品，

除了走入有機商店之外，現在興起了另一股購物潮流，那就是直接走入產地跟農民購買

或是走入農民市集與農夫聊天，認識我們即將要帶回家的產品。進入產地互動就是我們

想做的觀光健康食材新里程。 

人生好像賽跑，跑過去了就不能再回頭了。「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新

約腓立比書第 3章第 13~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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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耕作產、官、學的台灣新契機 

    全國有機協會理事長王鍾和在友善耕作訪評勉時勉勵春日鄉要推動成為有機/友善

鄉鎮開場下，非常感謝本案主持委員及農糧署視察團隊們的用心，對我們審認團隊的關

懷，除了提出寶貴建議外，也在互動過程中相互學習到很多知識。我們不完美，但正因

如此需要大家專業的協助互補，也是每份前進的動力。也非常開心的，聽到很多自然農

法優秀團隊通過審評（樸門團隊及秀明農法團隊、義美團隊等…），希望大家有機會自

然農法領域下聚集，綠色環境給付配合友善耕作真的是生態農業雙贏的利多，相信在主

的帶領下農政單位推動友善耕作創造臺灣優質農業環境更加得力。 

行動講章的開始 

    基本的馬步都站穩後，再來就是最艱困的推行了 ! 期盼也能在推動過程中，把大家

美好的汗水結晶能一一的記錄下來，交託擺上在上帝手中，願上帝祝福。 

106.10.02 大漢山 VuVu的自然農法 起草人 李金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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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理念  

 

師法自然  原產淬鍊 

我們堅信，親近土地，是人類回歸友善環境的最後一哩路。 

 

                   理事長：林貴生 

     彙  編：總幹事李金山 

本農法及管理規範因涉及團隊農法使用權宜，使用前須經過本會同意。 

執行單位：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屏東縣政府 

 

中華民國一○六年 八月 四日 星期五 

 

大漢山下 

生產環境條件研究 

 

我們的理念 

作業的規範 

土壤肥培管理 

蟲害管理 

雜草管理 

農產品之收集 

行銷管理 

大漢山下
vuvu的 

自然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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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壹、 計畫初衷 

     大漢山下vvuv的友善耕作自然農法，引用普世自然農法的核心，〈大

自然會告訴謙卑的人它的祕密，跟著良心走而非貪走。〉來自大漢山下的天

然食材我們要達到的目的很簡單，安全天然，謝絕農藥，友善農業，草生栽

培。背面環山往西約十公里處環海，白天跟夜間空氣對流形成不同微型氣候，

土壤為偏軟配自然生成的厚植小石塊讓根系健康發展並吸收養分是非常適

合頂級作物生成的好所在。Vuvu們每天用心呵護堅持友善農作的健康食材，

請安心給孩子食用，除了竭誠歡迎來園區參觀踏青觀賞，天然、自然就是我

們的特色。 

    近年來，食安問題日益嚴重，我們思考著農業問題時，太商業式的經營

模式，讓人跟人之間很有疏離感，社會缺少了互信，甚至連知名大牌認證廠

商，消費者也時時抱持著食安的疑問，追根柢，社會因為缺少了愛常常製造

假象，民以食為天，食字當前 ，充斥著假食品的今天，失去的是簡單誠信。

簡單飲食的小事。 

    大漢山下vvuv的友善耕作自然農法，帶著一股熱情，帶著人跟人之間的

情感，維繫住人跟土地之間的情感，我們要用最簡單的理念，來表達我們想

給妳們的愛，我們人不多，量也不多，出貨量也簡單，堅持不並貨那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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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物，因為我們知道，要用雙手親手栽種，這才是我們所要的堅持的價值。

透過草生栽培簡單栽種的理念，就是要讓你/妳享用最棒的天然食材健康食

材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了解享受美味就是這麼簡單，就是天然健康。我們

不斷重申我們的想法跟理念的時候，你看到這裡恭喜你/妳，進入我們的理

念，也盼望帶給妳最簡單的健康人生 ，也歡迎你/妳來了解我們，進入我

們耕作的園區，讓我們介紹我們的食材跟經營方式，還有從農的理念。我們

想告訴妳，賣我們的不只是食物還有熱情，誠信，堅持。 

貳、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及章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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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稽核管理規範及農民清冊 

稽核管理規範如附件一.大漢山下vuvu的自然農法作業規範，農民團體清冊如下 58人： 

序號 姓名 地址 連絡電

話 

耕作土地座落位置 作物別＊ 備註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公

頃） 

01 林貴生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34號 

09317192

26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563 0.62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2 林春金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34號 

09317192

26 

屏東縣 枋寮鄉 新開段 0998 0.49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3 王進財 
春日鄉玉山路

53 之 1號 

08879117

2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900之 2 0.27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4 林輝雄 
春日鄉春日村

224 號 

08878412

1 

屏東縣 春日鄉 春日段 1510 0.36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5 李明美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22號 

08879223

8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387-1 0.4 紅藜、小米、素豆、芋

頭、蝶豆花 

 

06 何民妹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23號 

08879135

6 

屏東縣 枋寮鄉 新開段 0206 0.19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7 楊清己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67號 

08879162

2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734 0.039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8 吳天福 春日鄉歸崇村

玉光 2路號 

09117910

84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717 0.25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09 李政森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22號 

08879223

8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263 0.13 紅藜、小米、素豆、芋

頭、蝶豆花 

 

10 
羅進光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二路 25號 

08879246

6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256 0.037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11 
劉素金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二路 25號 

 屏東縣 春日鄉 七佳段 209 0.1375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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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傅玉珠 春日鄉力里村

圓山路 77號 

 屏東縣 春日鄉 力里段 138 0.7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13 邱錦花 春日鄉力里村

圓山路 77號 

 屏東縣 春日鄉 力里段 1054 0.1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14 鄭國欽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22號 

08879223

8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387 0.6 紅藜、小米、素豆、芋

頭、蝶豆花 

 

15 卓民裕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一路 12之

1號 

09829602

97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391-3 0.1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16 陳世豪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一路 52號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361-3 0.3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結球白菜 

 

17 翁玉華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一路 7號 

 屏東縣 春日鄉 力里 1190 0.32 紅藜、小米、咖啡  

18 李清標 
春日鄉歸崇村

97 號 

 屏東縣 春日鄉 歸崇段 686 0.4 小米、素豆、芋

頭、 

 

19 王玉花 
春日鄉七佳村

自強一路 203

號 

 屏東縣 春日鄉 力里段 468-1 0.2 紅藜、小米、素

豆、芋頭、 

結球白菜 

 

20 郭太陽 
春日鄉古華村

古華路 42號 

 屏東縣 春日鄉 春日段 1502 0.2 小米、素豆、芋頭  

21 李金山 
春日鄉歸崇村

玉山路 22號 

08879223

8 

屏東縣 春日鄉     志工 

21 賴佑昌 
屏東縣潮州鎮

華興路 12號 

09772218

78 

      經理

人 

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餘 37成員不顯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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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漢山下vuvu的自然農法人員配置 

      大漢山下vuvu的自然農法管理委員會清冊 

序號 姓名 職稱 工作內容 備註 

01 林貴生 理事主席 

 
1.召開會議.2.議決修訂作業規範.3.統籌計

劃執行. 

 

02 李金山 總幹事 

 
1.協助理事主席各項任務.2.考核委員  

03 林輝雄 會外委員(代議委員) 1.主席會議第一順位代理人. 

2.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4 王進財 會內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5 李清標 會內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6 吳天福 會內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7 吳恩賜 會內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8 傅玉珠 會外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09 邱錦花 會外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10 翁玉華 會外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  

11 賴佑菖 屏中考核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2 潘麟靂 屏北考核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3 余金福 屏南考核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4 朱國寶 社團考核委員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5 賴約翰 網路顧問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6 簡全基 學術顧問 協助推動各項事務(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1、考核人員為本管理委員會成員。 

2、考核人員最多 3人，其中一人為其他社團並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3、考核人員至少 2人，其中一人為其他社團並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4、重複性質高，且審查範圍明確者可由本會指派 2員審查，但須具備農業專業人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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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山下vuvu的自然農法作業規範  撰寫人:總幹事李金山 

 一、前言 

    原住民族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傳統生態智慧及人文特色，在發展自然農業

及有機農業等友善耕作上具有先天優勢，鑒於國人對健康、安全的農產品需

求日以遽增，為提供國人健康、安全的食物來源及發展具原住民族特色及優

良品質之農產品，期透過本計畫建構部落友善耕作農業環境，鼓勵農民組織

運用友善土地之農業生產方式，改善生產及加工設施（備）、協助技術研發、

驗證標章取得及商品設計包裝開發等措施，提升原住民族農產品競力，穩定

在地就業機會，讓族人安心返鄉投入從事農業活動，進而加乘創造出獨特飲 

食文化、觀光農業體驗等附加價值，為族人創造經濟發展新商機，帶動原鄉

青年返鄉就業風潮，營造部落農業永續發展基礎。 

    (一)建立原住民族返鄉（或留鄉）就業平台。 

    (二)引導傳統農業轉型，創造產業附加價值。 

    (三)營造文化傳承、環境永續及經濟發展三面之部落產業。 

 

二、本作業規範作物 

   符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廣友善耕作農糧產品以原住民傳統主食作物如下： 

 (一)小米、旱稻、紅糯米。 

 (二)野菜如山蘇、龍葵、刺蔥等作物。 

 (三)特用作物如紅藜、樹豆、咖啡、月桃等特色作物。 

 (四)原住民族地區經濟作物小芋頭。 

 (五)其他果蔬農作物、雜糧、果樹類、短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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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環境條件 

(一)我們對土地土壤的思維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健康的土壤具有產出足夠的蔬菜及作物，供

大漢山下農戶能自給生存並回饋大自然。依據這樣的思維，本農法即追求健

康自然及友善的理念，致力使土壤符合標準。 

    本作業規範禁止使用任何農藥、化學肥料及為分解發酵之動物的排泄物

等製程的堆肥，因為這些資材將污染土壤並不利大環境的循環，有損土壤原

有的健康，因此禁止投入自然堆肥及有機堆肥以外的資材到土壤。過往農作

都將非天然資材大量的跟我們自然土地結合造成了長期的生態汙染，土地原

富具的自然力量減弱，讓我們付出了許多不可計的自然成本，汙染了作物及

自然生態每個的生命在轉換 vuvu的自然農法時，土地的再造就是我們要縟

力的使命務必盡力使土壤潔淨。本團隊土壤的潔淨方法有以下二種。 

  1.淨土：本作業規範明訂所謂的淨土為在耕作園區投入不含農藥、化學合 

    成物質等明定非天然資材的土壤亦稱客土。 

2.土循環：vuvu 的自然農法中，要分解這些殘存的肥料，明訂殘存肥料 

的蓄積層在土壤表面至其下25公分處。土壤翻出時，使之風化，稱之 

為大地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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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碳：引進由在的資材(植物及作物殘體)製成之生物碳，除了能夠 

吸收蓄積養分外，更能將肥料的養分充分的鎖住並改善土壤性質，減 

少農民的成本，增加收益。 

(二) 我們對土地自然堆肥的思維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所提的自然堆肥施用是為了提高土壤 的保

溫性及保水性，不使土壤硬化為其目的，並非其肥料效果。這個觀點需充分

融入思維中，依需要，投入自然堆肥。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的自然堆

肥是利用不含禁止資材的地方所生的植物為原料製成的堆肥。 

 (三) 我們對土地產地生產原則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要求以自家採種為原則，不拿外面不知情的

作物，量少但是我們相信這是我們想做的堅持，而且認為由原產地的土地、

氣候、風土、生態上取得的種子及苗種能適應該土地生長。因此，vuvu 的

自然農法實施者索取種子及幼種可以相互取得，保住作物品質之穩定性。 

(四) 我們對土地禁止連作鼓勵間作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禁止連作，講求間作忌避作物，認為間作越

多元，土地越適合該蔬菜及作物生長更符合友善耕作創造自然生態循環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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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對土地、水源的概念 

    來自大漢山下伏流水域為天然用水，含豐富天然礦物質讓食材能充分的

獲取所需養分，明訂禁止引用非大漢山下的天然水源。 

(六) 我們對土地創造屬地作物微型氣候 

    大漢山下相思樹居多，相思樹落葉覆蓋大地形成天然遮蓋防護層，透過

養分供給成為非常棒的養分循環，我們在原始林像大自然跟農業生計中求一

個平衡，除了可以創造天然遮陰外的露營產業外，更可以在水土保持及自然

平衡中形成微型的氣候，再不破壞原有自然為原則，有別於一般農業之差異

性，我們農業脈絡偏向森林生態農業，透過多層次、多物種的生態設計，最

大化地利用陽光、實現水和養分的迴圈。不同生物之間相互協作發揮了自然

的力量，代替來自人的投入和管理。 

四、我們對土地土壤肥培管理 

(一) 設立完善的排水設施(明溝或暗渠排水等) ，儘量進行耕作土層之改 

    善，但避免大量整地破壞當地環境及生態，盡量維護附近樹種遮陰。 

(二) 增加土地固態氮相互扶持，利用豆科等綠肥作物進行間作，並適當地 

    利用其產物。 

(三) 使用有機質資材時，應適當施用，避免大量施用造成土壤養分過剩造 

    成作物根部之障害及病蟲害之發生及減產等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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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根據土壤測量土地性質如為酸性土壤、砂質土壤、粘質土壤、養分保 

    持力較小之土壤、特定要素過多或缺少等土壤之改良，維持增進地力 

    涵養，可使用本作業規範明訂之有機資材進行改良。 

 (五) 同意資材 

  1. 木炭與燻炭或生物炭。 

  2. 經安全核可之淨土土壤。 

  3. 農作物殘渣製成之堆肥。 

  4. 存在於自然界之植物質及其材料製成之堆肥。 

  5. 油粕等植物性粕類。 

  6. 米糠、魚粕、骨粉、草木灰等列管資材。 

  7. 以重金屬含量少之家禽畜排泄物自製之完熟堆肥。 

  8. 天然有認證列管的蚯蚓糞及微生物資材。 

   

(六)同意使用明細 

  1. 自然界之礦物質與粉碎或加工之資材。 

  2. 核可之苦土石灰與石灰。 

  3. 以家禽畜排泄物為原料 75%以上之完熟堆肥。 

  4. 除去鹽分之水產廢棄物粉碎或加工之資材。 

  5. 貝化石、珊瑚砂、海鳥糞、磷酸、泥炭苔等明定資材。 

  6. 含有畜產廢棄物材料之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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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食品殘留廢棄物及以其為材料之資材，如咖啡渣。 

  

(七)禁用列管明細 

  1. 以社區垃圾為材料之資材。 

  2. 殘留超標之化學合成農藥、重金屬、放射能等資材及土壤。 

  3. 市售任何化學肥料及混合化學肥料之堆肥。 

  4. 經化學處理之土壤改良資材及含有化學合成物質之資材。 

  5. 人糞尿及未經淨化處理及發酵之家禽畜排泄物。 

  6. 未處理之下水污泥。 

  7. 禁止任何基因改造生物製劑及資材。 

(八)土壤之改良，如明顯超標，應遵守本會專業人員所推薦之土壤改良劑。 

五、蟲害管理 

    大漢山下vvuv的友善耕作自然農法下我們以天然及物理方式來做為管

理方針，另外鼓勵天然驅蟲管理方法，加強應用栽培防治法，利用健全的土

壤管理、鼓勵栽培共榮植物、忌避植物及創造天敵等。 

註：所謂之物理性資材驅趕法 

      為減少害蟲密度減少農民損失，應適宜利用驅趕或誘蟲燈、溝、賀爾

蒙、音波等之技術。防治病蟲害，可使用符合附表三所列資材。 

(一) 同意資材 

  1. 自然界天敵之利用，例如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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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共生植物與忌避植物之利用。 

  3. 微生物菌種資材。 

  4. 食品(酒類、醋、乳製品、香辛料)。 

  5. 草木灰。 

  6. 中性之肥皂。 

  7. 預先處理由他處攜入種苗所使用的殺菌劑。 

  8. 性費洛蒙。 

  9. 經過同意施用之 75%酒精及波爾多液資材。 

   

(二) 同意使用明細 

  1. 放置於地表或懸掛之誘引資材與。 

  2. 屬天然之忌避資材。 

  3. 屬自然界礦物或植物加工之資材。 

  4. 微生物資材。 

  5. 茶樹之油品資材。 

  6. 食品添加物。 

(三)禁用列管明細 

  1. 除上述外，所有之殺蟲劑、殺菌劑及抗生素。 

  2.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製作資材。 

(四)資材之使用，為使品質一致，應遵守本會專業人員所推薦之資材用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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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雜草管理 

    雜草為友善耕作最費工鉅時的一環，但卻是友善環境下生物循環最重要

的一個關鍵，如何在生態跟作物生產間取得一個平衡，為降低雜草發生，宜

鼓勵作物間作、中耕及草生栽培等耕種方法。 

 (一) 鼓勵利用敷草與覆蓋，並引進適合各種作物之除草機具。 

 (二) 鼓勵利用草生栽培方式降低雜草叢生，並提高產量，鼓勵豆科及綠化 

     草種來促進友善環境的養成。 

 (三) 為降低雜草，可使用符合後列資材。 

  1.栽培作物時之植物剩餘殘體，供為作物周遭地表之被覆。 

  2.旱作與果樹等殘枝可作為各種被覆植物。 

(四)同意資材 

  1. 地表上敷蓋合成樹脂製成之覆蓋資材。   

  2. 於園區飼養家禽之屍體廢棄物等可發酵後之利用。 

  3. 屬自然界屍體及由其天然材料做成之堆肥。 

  4. 作物殘渣與其後置材料殘渣為材料製成之堆肥。 

(五)同意使用明細 

  1. 紙製及天然植物及動物殘體之被覆資材。 

  2. 各種天然石材。 

(六)禁用列管明細 

  1. 所有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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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作物殘渣等法定列管重金屬化學資材等。 

  3. 不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製劑及資材。 

 

七、農產品之收集與行銷 

    農產品之收集與行銷，係經國內友善團體所認可之生產、運銷團體及個

人進行。實施者應依其栽培階段之區分，將農產品附加標籤後出貨。出貨農

產品等要有自然農法標誌等表示。有關自然農法標誌等有關細則另定之。 

 (一)產品收集 

     農產品之收集除用水清洗及乾布擦拭外，禁止施用任何非天然資材或

行為讓果品光鮮亮麗等非自然外觀。 

 (二)產品包裝 

     產品包裝一律由本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vuvu 的自然農法團體

確保在乾淨無汙染的環境下共同包裝，俾維護品質。 

 (三) 產品運銷 

     使用本會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PGS 標章，應遵守並簽訂合約。如

合約內容有指定與本會產品共同運銷者，一律由本會統一共同運銷，如有自

行販售情形依簽訂合約負法律責任。但簽約無指定與本會指定共同運銷者，

一律採用證書之。 

 

八、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團體管理委員共同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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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一、為確認所有成員各項操作均符合本自然農法品質及規範，本會

應訂定年度稽核計畫供成員遵循，原則上稽核至少每年 1 次，

例外為本會得不定時稽核。 

二、凡指派稽核員接受本會委任，依據本會訂定「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內部稽核表」以公正、客觀依據農法和核心進行 

    稽核。對成員指導及建議，不得逾越稽核範圍，且須遵守保守 

    本會運作各項管理及考核資訊。 

三、稽核員應依年度稽核計畫擬定稽核日程並本會確定後，由本會

以書面通知成員參與稽核。 

四、稽核員應充分瞭解「內部稽核表」內容，依各農戶自然農法現

況得按成員農場生產狀況及稽核結果個別檢討調整稽核項

目。 

五、稽核員執行稽核得以面談訪問、田間現勘、確認紀錄、稽核文

件等方式進行。 

六、對於成員之農場生產紀錄狀況，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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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現場抽樣實施。内部稽核結果，倘有發現缺失，應於當日指

正，並限期改善，合理導正缺失為原則。 

七、稽核員完成稽核後，應分類編冊提出稽核報告期間不得多於二

周，併同後續催辦紀錄、改善現況等資料保管 3年以供查考。 

八、農場環境與衛生環境檢驗單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及高雄改良場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 

    其他政府立案驗證單位，檢測自然環境之土壤、水質、葉片、 

    介質等檢測。 

九、本規範程序如需變更，由理事長召集管理委員會共同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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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管理規範稽核表 

本會名稱 
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本會負責人 
林貴生 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 
李金山 總幹事 

本會地址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自強一路 34號 

本會聯絡方式 

Tel：0931307867 

Fax：無 

作物種類 

台灣紅藜、素豆、芋頭、野菜、紅龍果、咖啡、

雜糧、果蔬類、果樹、短期作物 

集團內成員參與稽核人數 
21 人 

集貨、出貨管理人 
翁玉華 

資訊管理人 
賴宥菖 

紀錄保管人 
李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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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 

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內部稽核表 

稽核時間 年     月     日     

會同稽核人  

稽核員  

被稽核者  

 

檢查項目 結果(請勾選) 觀察說明（必填） 

一 

、 

生 

產 

基 

準 

1.成員是否了解農法規範及認識 □是□否□其他  

2. 成員是否依照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規

範並訂定誓約書 
□是□否□其他  

二 

、 

生 

產 

日 

誌 

1.是否詳填生產日誌 □是□否□其他  

2.生產日誌內容是否依循大漢山下 VuVu 的自

然農法規範 
□是□否□其他  

3.是否留存苗木及資材採購單據及來源記錄 □是□否□其他  

4.是否確認肥料、堆肥、土壤改良資材成分並

保留購買單據 
□是□否□其他  

5.是否留存肥料、堆肥、土壤改良資材出、入

庫管理記錄 
□是□否□其他  

6.是否有施肥管理記錄 □是□否□其他  

7.是否確認防治資材成分並保留購買單據 □是□否□其他  

8.是否留存防治資材出、入庫管理記錄 □是□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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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結果(請勾選) 觀察說明（必填） 

9.是否依據良好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規

範防治計畫掌握防治時期並適當進行防治 
□是□否□其他  

10.是否依照病蟲害可用資材之使用標準施用 □是□否□其他  

11.是否有符合資材使用紀錄 □是□否□其他  

12.是否定期參加自然農法使用相關講習 □是□否□其他  

三 

、 

農 

場 

環 

境 

與 

衛 

生 

1. 本會、農場是否鄰近可就近指導 □是□否□其他  

2.農場有無環境污染 □有□無□其他  

3.農場是否通過水源檢測 □是□否□其他  

4.農場是否通過土壤檢測 □是□否□其他  

5.農產品有無檢驗報告 □有□無□其他  

6.農場廢棄物是否已分類、回收及存放於規定

的場所 
□是□否□其他  

7.在展開收穫作業之前，是否確認過作業人員

的衛生習慣 
□是□否□其他  

8.作業用具、機械是否整潔 □是□否□其他  

9.收穫器具是否避免土壤的附著 □是□否□其他  

10.搬運車輛是否定期清洗、乾燥 □是□否□其他              

四 

、 

包 

裝 

出 

貨 

作 

業 

1.是否記錄收穫日期、栽培農場名稱、作業人

員並妥善保存 
□是□否□其他 

 

2.貯藏環境是否定期維護管理 □是□否□其他  

3.包裝資材是否定期維護管理 □是□否□其他  

4.搬運車輛是否定期維修檢查 □是□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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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結果(請勾選) 觀察說明（必填） 

五 

、 

資 

訊 

管 

理 

1.各項紙本紀錄內容是否與電腦登錄資訊相符 □是□否□其他  

2.是否保持連續 3 個月以上紀錄並登錄「務農

e把抓」 
□是□否□其他 

 

六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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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內部稽核結果表 

內部稽核總結果：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事項說明原由： 

□                                                               

□                                                               

□                                                                                                                       

● 不符合事項 缺失 改善措施： 

□                                                                                                                               

□                                                               

□                                                               

稽核員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  

●被稽核者陳列改善措施  接受與否  □ 接受  □ 不接受 (說明原因) 

 

----------------------------------------------------------------- 

      

     被稽核者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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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PGS 審認標章理念及樣式】 

1、捕夢網圖形理念    < 健康品牌，健康無價。 > 

    我們是來自春日鄉的友善耕作團隊，援用大漢山下 vvuv 的自然農法。帶著一股熱情，

帶著人跟人之間的情感，維繫住人跟土地之間的情感，我們要用最簡單的理念，來表達我們

想給妳們的愛，我們人不多，量也不多，出貨量也簡單，堅持不並貨那不知情的作物，因為

我們知道，在此天然環境下要用雙手親手栽種，再將健康送到你手上，才是我們所要的堅持

的價值。 

2、綠色推動  < 我們堅信，親近土地，是人類回歸友善環境的最後一哩路。 > 

    〈大自然會告訴謙卑的人它的祕密，跟著良心走而非貪走。〉在林貴生理事長的農業理

念帶領下，我們發現我們的食材有別於其他地區，天然的地理環境非常適合健康作物的生長，

所以大漢山下 vvuv的自然農法作為根基，引用普世自然農法的核心來進行產品推動。我們

耕作的天然食材，我們想達到的目的很簡單，謝絕農藥、友善農業、健康栽培這三大目的。

而標章是我們一個認同、認識我們的準據。 

3、產品介紹 

    我們栽種的項目有小米、野菜如山蘇、龍葵、小芋頭、刺蔥等作物、特用作物如紅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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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豆、月桃、咖啡等特色作物。我們種植面積約計 6公頃，基本協會固定成員有林貴生、林

輝雄、王進財、卓民裕、楊清己、賴佑菖、王于玉花、邱錦花、翁玉華、林春金、何民妹、

傅玉珠、陳世豪、鄭國欽、吳天福、李明美、李金山等。 

4、設計方式   

圖形樣式採：用圓形標章捕夢網方式來呈現。上層大字：春日鄉友善耕作團隊。中層小字：

屏春歸等發放字號、下層小字：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 GPS審認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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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PGS 審認證書樣式】 

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友善耕作農產品驗證證書 

證書編號：107 屏春歸協(貴生) 友善審認字第屏東 001 號 

承辦人:李金山 

連絡電話:0931307867 

單位網址：http://www.paiwan.com.tw/vaqu11/ 

雙重驗證標章樣式：同右 

 

 

 

 

茲據 鄭爸爸的友善農業   

台端申請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PGS)優良農產品驗證，核與本會友善耕作農

產品規定相符，經友善耕作審查委員會核可在案，特此證明。 

農產品經營業者地址：屏東縣春日鄉歸崇村玉山路 22 號 

 

驗證場所地址：屏東縣春日鄉歸崇段三八七號、三八七之一號 

 

負責人姓名：鄭國欽 

 

驗證總面積：1.8 公頃 

 

驗證基準名稱：本法管理規範稽核表、本法(PGS)審認標章安全管制驗證規範 

 

驗證有效期間：至中華民國一 O 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止 

 

農產品類別：友善耕作農糧產品 

 

農產品項：紅藜、蝶豆花、芋頭、檸檬、柳丁、短期葉菜、其他 

 

註：每年追蹤查驗未通過者本證書自動失效           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林貴生 

中華民國  一○七 年  一 月  七 日  星期日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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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鄉友善耕作團隊 

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 PGS審認標章安全管制驗證規範 

(PGS 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第一章 PGS 審認標章基本規範 

一、驗證機構應為通過官方核可之友善耕作審認團體為驗證機構。 

二、檢驗機構應為通過官方核可認證之實驗室。 

三、友善耕作核發證書及 PGS 審認標章有效期為一年。 

四、標示友善耕作 PGS 審認標章農產品加工、分裝及流通等業者需經 

    驗證。 

五、友善耕作農產品分有機、友善及產銷履歷三等級。 

六、原輔料禁止使用基因改造（GMO）之產物。 

七、原輔料需經驗證機構或官方核可為佐證依據方式來審核同意。 

八、禁止添加防腐劑及化學添加劑。 

九、友善耕作農產品禁止添加任何化學物質及其產物。 

十、友善耕作農產品禁止添加重金屬超標之農產品及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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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友善耕作農產品的農藥殘留須零檢出。 

十二、友善耕作農產品之標示需符合輸入國之規定。 

十三、友善耕作農產品驗證標章經驗證機構同意得以張貼或套印方式。 

十四、經由驗證之友善耕作農產品需有公開完整性的可追溯資訊。 

十五、友善耕作農產品加工廠禁止平行生產慣行農產品。 

十六、產品包裝應以環保材料為主，並簡約、節能包裝為主。 

十七、需符合輸入國其他相關法律或當地民俗宗教之規定。 

十八、其他規範應遵守「大漢山下vuvu的自然農法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及生產日誌」。 

第二章  PGS品質管理系統規範 

一、春日鄉友善耕作 GPS 審認團隊 

(一) 審認團隊內部管理要有消費代表稽核紀錄，每年一次以上。 

(二) 審認團隊要有進行自我查核，每年最少一次以上。 

(三)審認團隊內、外部稽核員需符合資格要求，每年須上稽核實務 

     課程至少 3 小時以上。 

(四)審認團隊外部稽核需建立食品品質安全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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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認團隊外部稽核要建立 PGS 管理審查委員會（要有組織章程） 

   ，至少要有三方利益代表，每年自我檢核一次以上。 

(六) 驗證機構稽核生產者之生產紀錄等資料，抽驗數量，最少稽核 

     10%以上。 

(七)建立 GPS 網路平台供消費者查詢任何完整透明資訊及對話溝通，並無條件

讓消費者前往勘察現地。 

(八)審認團隊對全部參與者應建立提昇能力培訓的持續方案，並建立 

    完整的人事紀錄。 

(九)客戶抱怨及申訴紀錄不得拒絕受理，並會同由消費代表或消費者 

    一方做稽核並做詳實記錄，每一申訴案件處理期間為一個月為限 

   ，例外得延長一個月。 

(十)審認團隊驗證時要有明確罰則定義，處理生產成員不符合規範及 

    標準，並設立退場機制。 

(十一) 審認團隊驗證時必須關懷、合法、公開、透明全過程的資訊。 

二、生產者 PGS 規範 



 

39 
 

39 

(一)本規範之生產者為與本認證團隊簽署合約並取得 PGS 審認標章 

     及證書者為限。 

(二)生產者須無條件提供資料建立 PGS 平台可追溯系統資訊。 

(三)須無條件讓消費者及驗證機構進入農產查核。 

(四)遵守 GPS 作業基本規範及友善耕作規範維持生態環境，並按時驗 

    土、水、農作物等，提出檢驗報告並填寫各項生產及資材使用紀 

    錄等表。 

(五)違反生產者作業規範以一次為限，如無改進，應接收中斷生產者 

    資格處分。 

(六)生產者成員需完全對健康食材完整性負全部責任，應有保障保 

    險機制。 

三、消費者 PGS 查核規範 

(一)消費者為購買友善耕作農產品之消費者為限。 

(二)查核 GPS 審認團隊消費代表為避開協會成員及三等親及其公正 

    第三方之自然人及法人團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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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民、刑法之查核行為無效，應公平、誠信、關懷原則良性互 

    動溝通並不得以恐嚇利誘方式對審認機關及其生產者有恐嚇行 

    為。 

(四)查核須遵守消費者查核驗證流程，採應事前登記制，審認機關保 

    留任何生產者權益之法律責任。 

第三章  社會責任規範 

一、為支持友善耕作推廣綠色食物里程運動，農產品應以在地消費為 

    原則。 

二、業者應支持全球友善耕作綠色農業，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 

    衡為優先，保護生態自然環境，讓微小生命得以生存並促進產 

    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尊重當地傳統和文化，鼓勵當地、產、官、學及消費者從經濟及 

    行動上支持生產者的活動。 

四、尊重基本人權及勞動者的權利，拒絕剝削生產者，消除強迫或強 

    制勞動及就業方面的歧視，並重視婦女權利及弱勢團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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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社會服務機制鼓勵消費者的參與，提倡消費者志工運動，透 

    過當地多元利益者的參與和投入參與管理當地的驗證過程。 

六、應積極推廣與其他地區各種食品產業的參與式保障系統(PGS)組 

    織建立溝通合作管道。 

七、GPS 團隊、生產者、消費者應本公開、誠信、互助等前提下，建 

    立健康食材的友善環境 

八、本安全管制驗證規範之實行及修正，由春日鄉友善耕作審查委員 

   會議決之。 

九、本安全管制驗證規範之公告，依據 106 年 11 月 28 日第六次春日 

   鄉友善耕作審查委員會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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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鄉友善耕作 GPS審認團隊委員會名單 
 

排列 單位 人數 姓名 備註 

1 理事長 1 人 林貴生 會議主持人 

2 合作社 

 

1人 朱國寶 非原鄉區 

3 協會理.監事 

 

4人 當然主席林貴生 

吳天福 

吳恩賜 

王進財 

李清標 

 

4 協會理.監事 

外部成員 

5人 林輝雄 

翁玉華 

傅玉珠 

傅玉環 

邱錦花 

 

5 屏北 

 

1人 潘麟靂 非原鄉區 

6 屏中 

 

1人 賴宥菖 非原鄉區 

7 屏南 

 

1人 余金福 非原鄉區 

8 消費者代表 1人 唐笙  (屏東咖啡業務經理) 

     

     

 小計 16人   

 

 

1. 合議制，過半決議既可成立。 

2. 為保障各區平衡屏北、屏東、屏南、社團委員由 2/3 同意可變更 1.合議制議決。 

3. 參選委員資格研習自然農法 4小時、查核課程 2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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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鄉友善耕作 GPS審認團隊組織分布圖 
 
 
 
 
 
 
 
 
 
 
 
 
 
 
 
 
 
 
 
 
 
 
 
 
 
 
 
 
 
 
 
 

 

農事組 

1.班長1人 

北三村班     長:邱錦花 

南三村班     長:卓民裕 

副班長:王玉花 

行政組 

1.考核人員 

負責人: 

北三村  林春金 吳天福 

         南三村  林輝雄議員 

2.委員會 

負責人:林貴生理事長 

3.行政人員 

李金山+1臨時人員  

行銷及推廣組 

1.行銷及回饋比例 

2.農事推廣組 

行銷經理:賴宥菖 

行銷組員:陳世豪 李其倫 

推廣組:翁玉華 傅玉環 傅
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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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申請表單範例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我們要遵循的農法是那些？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作業規範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6 

我們要遵循的規範在哪邊？ 

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8 

(以上資料如有修正農法核心亦同) 

大漢山下 vvuv 的友善耕作自然農法，引用普世自然農法的核心，〈大自然 

會告訴謙卑的人它的祕密，跟著良心走而非貪走。〉 

當環境開始在反抗我們人類的破壞時，環境前仆後繼的反撲我們，前次致命颶風艾瑪逼近美國

州長撤離了近千萬人如果我們對環境再不覺醒，上帝創造的大地無情的反撲也是我們始料未及

的。基於愛地球理念很重要，不是為了補助而補助，而是要用同理心善待這個地球善待這個生

態，每個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這就是自然農法的精髓所在，希望大家一起愛地球愛生命，

因為地球只有一顆。 

我們向慈心-綠色保育團體學習再學習，在寧缺勿濫的精神下，秉持客觀中立的精神，也宣示我

們絕對不會放水的，不希望任何一點關懷、關愛的社會資源被消耗。 

如果您願意加入這個關愛地球的小家庭歡迎點選下列網址加入我們： 

https://goo.gl/forms/kSmgKhI1JinF7kAm2 

謝謝你認同我們【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並願意加入我們，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安排面

談及會勘土地，春日鄉友善耕作團隊與您 一同關愛我們的土地 

https://goo.gl/forms/kSmgKhI1JinF7k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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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鄉友善耕作 GPS審認團隊組織分布圖 
 

一、對內方面 

 (一)協會成員 

 (二)農業委員 

  區分 1.農法宣導組 2.行政及活動組 3.耕作組..等等共 8 人。 

 (三)查核人員 

  區分 1.鄉內(北山村南三村)。    

      2.鄉外(屏東及高雄市內咖啡及紅藜農戶)。 

 

 

 

 

協會成
員 

農業委
員 

查核人
員 



 

46 
 

46 

 

(一)本會人員 (一要四配) 

本會可參與成員資格如下： 

 

1.要有農業可耕作土地。 

2.配合種植作物。 

3.配合共工。 

4.配合共同行銷。 

5.配合安排各項工作推動者。 

 

(二)農業委員 

協會
成員 

農業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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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耕作團隊一律依本委員會議，議決為主，均為無給職。本委員會區分如下： 

1. 本會理事長 林貴生 

核定各項工作。 

2. 本會代議委員 林輝雄 

代理核定各項工作。 

3.耕作組 委員 

(1)設委員 1 人，班長區分為六村一個 (2)籌備年度示範區運作 (3)規劃共工 

分配時間 (4)關懷農民每季聯誼會經費提報。 

4.行銷組 委員 

(1)統籌農產品管理及包裝及行銷作業 (2)上下半年度對外擴展推銷農特產品展 (3)提出

年度行銷計畫。 

5.查核外部委員 (需具有友善耕作及農業相關證照或合作社成員) 。 

6.查核外部委員 (改良場人員及農業相關技術人員、農會成員、學術領域專家) 。 

7.行政及活動組 委員 

(1)規劃三大主軸年度整體計畫推動方針 (2)編排上下半年度大型推廣活動計畫(3)各項核

銷作業處理 (4)彙整各項資料及網路資訊。 

8.農法宣導組 委員 

(1) 提報農法宣導年度計畫及行程表 (2)農法倡議及編排 (3)年度經費預算及 

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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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查核人員區分如下： 

1.本查核人員一定為委員會成員。 

2.原則出勤 1 至 2 人，例外：(如土地有爭議時，依照農業委員(5.查核外部委員(需 

  具有友善耕作及農業相關證照或合作社成員)6.查核外部委員(改良場人員及農 

  業相關技術人員、農會成員、學術領域專家)三人同時查核) 。 

3.查核範圍： 

查核範圍人員為委員會成員分配，區分如下： 

(1)鄉內(北山村、南三村) 各設置一人。 

(2)鄉外(屏東及高雄市內咖啡及紅藜農戶)屏北泰武鄉以北設置 1 人、屏南泰武 

鄉以南設置 1 人。 

4.路程費：依據公里數分配 。 

5.出勤費：一場 200 元為原則。 

 

 

 

 

 

查核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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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鄉友善耕作團隊 107年度計畫大綱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糧署南區分署、原住民族委員會  

輔導單位：屏東縣政府、春日鄉公所 

執行單位：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107年度工作方向 

一、計畫大綱(提報年度主題、年度計畫及行程表、年度經費預算表) 。 

二、設置臨時人員一至三人並採購電腦設備。 

三、友善耕作推廣宣導事務。 

四、設置農產品集貨中心及推廣辦公室。 

五、設置友善耕作 PGS平台。 

六、目標 200 公頃(屏東咖啡預計 110公頃、鄉內審認 70 公頃、獅子鄉及其他鄉 

    鎮審認 20公頃) 並彙編查核費用。 

七、成立食物銀行及食的部落規劃案。 

八、從都市到農地，建立踏青大自然、採買農作物、體驗農村生活。 

     以上請於 11月前提報完成，12月提出計畫，107年度 1月份執行。 

 

協會成員 

農業委員 查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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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友善耕作團體運作準則 

*依據 106年度友善耕作耕作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辦理 

*時間:106年 7月 30日下午 1530時分 

*地點:歸崇集會所 

*主持人:林貴生 

1、輔導人員: 

(1)凡設籍戶籍地為春日鄉民者，不以農民為限。 

(2)願意種植紅藜並接受契約合作者。 

(3)願意配合行銷及擺設攤位者。 

(4)繳交 1/2 農產品至本會共同運銷者。 

(5)繳納保證金 3,000元整。 

(6)106年度輔導 15人為限(各產銷班長為優先)。 

2、財產管理: 

(1)任何購買物品均由本會統一列帳保管。 

(2)租借器材:租借本協會農產具物品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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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完本會開立課程並時數達 2/3以上者。 

b.為本會輔導在案之產銷班及農民者。 

c.繳交農產品至本會共同運銷者。 

d.上述輔導在案的農民者由合作契約另訂之。 

(3)物品權屬: 

購置財產均屬歸崇社區發展協會列管，如採購人全額付出自備款 

1/3，可另行跟本會簽租借契約，租借期限由甲、乙雙方契約訂 

之，最長不可超過 9年為限。 

(4)物品賠償: 

如出租借用如有損壞或遺失，由租借人依年度折損率造價賠償。 

3、課程: 

(1)一次課程共 30堂(10堂室內農業知識課程、20堂戶外實作課程) 

(2)室內農業知識課程: 

a.地點:歸崇社區集會所。 

b.時間:課程時間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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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紙筆及課本由本會提供。 

(3) 戶外實作課程: 

a.育苗課程。 

b.成員聚集輪流至輔導農地開墾.施肥.挖溝.種植等作業 。 

(4)每次課程會詳列缺到紀錄。 

(5)課程超過 1/2未到刪除學員資格，並終止所得權益，並填補其他候補學員至滿 15人為止。 

4、加工及運銷: 

(1)收穫物品 1/2以上，應統一繳交本協會統一包裝販售。 

5、農法遵循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及法定有機農法.自然農法。 

6、其他未定事項由籌備會議過半決議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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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成員表單 

我們要遵循的農法是那些？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作業規範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6 

我們要遵循的規範在哪邊？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8 

*必填 

何謂自然農法?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

機肥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簡言之，就是跟著大自然的法則來

生產作物的農業生產方法。 * 

同意□  不同意□ 。 

我看過【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個人表示認同並願意加入。 * 

同意□  不同意□ 。 

申請人姓名 *  

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登錄友善耕作系統使用) * 

__________。 

申請人住址 * 

__________。 

申請人連絡電話 *   

__________。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3D106&sa=D&ust=1516087181202000&usg=AFQjCNFk177XWMIY0FDyg7HHf1zVR2IgH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3D108&sa=D&ust=1516087181202000&usg=AFQjCNFa-NSq4vE3XewAb0UOXKRpCO_n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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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座落縣市 *   

__________。 

申請土地之地段 *   

__________。 

申請土地之地號 *  

__________。 

土地範圍(公頃) *   

__________。 

種植作物(例如:咖啡.樹豆等) *   

__________。 

歡迎您留下寶貴建議，每個建議都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你認同我們【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並願意加入我們，我們會

用最快的速度安排面談及會勘土地，春日鄉友善耕作團隊與您 一同關愛

我們的土地。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0931-307-867 推廣志工 李先生 或留寶貴建議至信箱 kecstw6637@gmil.com 

檢附：土地謄本影本、身分證影本、存摺影本各乙份 

                    

申請人簽名： 

【友善耕作成員申請表單線上報名】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347 

直接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OGgXrotV63Rm40Cq2 

mailto:kecstw6637@gmil.com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347
https://goo.gl/forms/OGgXrotV63Rm40C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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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個人誓約書 

(一) 我們要遵循的農法是那些？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作業規範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6  

 

(二) 我們要遵循的規範在哪邊？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8  

  

(三)何謂自然農法?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 

    機肥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簡言之，就是跟著大自然的法則來 

    生產作物的農業生產方法。   

(四)我看過本手冊【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個人表示認同並願意加入。 

    我同意願意遵守並簽名具結證明。 

(五)我看過本手冊大漢山下 VuVu的自然農法 PGS審認標章安全管制驗 

   證規範。 我同意願意遵守並簽名具結證明。 

以上(一)至(五)共五項確認無誤，如有違背規定者，本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簽      名：                                (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 

身份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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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團體誓約書 

(三) 我們要遵循的農法是那些？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作業規範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6  

 

(四) 我們要遵循的規範在哪邊？稽核管理規範程序  

我們在小米園的家： http://www.paiwan.com.tw/vaqu11/?p=108  

  

(三)何謂自然農法?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 

    機肥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簡言之，就是跟著大自然的法則來 

    生產作物的農業生產方法。   

(四)我看過本手冊【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個人表示認同並願意加入。 

    我同意願意遵守並簽名具結證明。 

(五) 我看過本手冊大漢山下 VuVu 的自然農法 PGS 審認標章安全管制驗證規

範。 我同意願意遵守並簽名具結證明。 

以上(一)至(五)共五項確認無誤，如有違背規定者，本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團 體 名 稱：                                ( 團體印信 ) 

身份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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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間作業工作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生產週期的管理，亦 

      便於本會之查驗。  

工作內容包括：翻土、施肥、撥種、中耕、培土灌水、除草、病蟲害防治等。 

日期 地號  工 作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翻土 施基肥 撥種方

式 

剪枝 除草 套袋管

理 

灌水 病蟲害

防治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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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作業工作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生產週期的管理，亦 

      便於本會之查驗。  

工作內容包括：翻土、施肥、撥種、中耕、培土灌水、除草、病蟲害防治等。 

日期 地號  工 作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翻土 施基肥 撥種方

式 

剪枝 除草 套袋管

理 

灌水 病蟲害

防治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107年 

___月 

___日 

 耕犁□  

培土□ 

其他□ 

基肥□ 

追肥□ 

其他□ 

點撥□ 

條撥□ 

撒撥□ 

其他□ 

有□ 

無□ 

機具

_______  

割草機□  

割草車□  

抑制蓆□ 

紙袋□  

布袋□ 

其他□ 

伏流水□ 

地下水□ 

其他□ 

有□ 

無□  

資 材

_____ 

 



 

60 
 

60 

田間作業生產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生產週期的管理，亦便於本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產量、公斤數及每公斤銷售價格及總額等。  

2. 採收需記錄採收重量、處理日期、採收後處理內容（分級、預冷、包裝、冷藏、乾燥等）、處理 後重量。  

3.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工 作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採收方式 

 

總公斤數 

 

分級 

 

預冷 

 

包裝方式 

 

運輸方式 乾燥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61 
 

61 

田間作業生產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生產週期的管理，亦便於本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產量、公斤數及每公斤銷售價格及總額等。  

2. 採收需記錄採收重量、處理日期、採收後處理內容（分級、預冷、包裝、冷藏、乾燥等）、處理 後重量。  

3.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工 作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採收方式 

 

總公斤數 

 

分級 

 

預冷 

 

包裝方式 

 

運輸方式 乾燥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107年 

___月 

___日 

 人工採收□ 

農機採收□ 

處理前____  

處理後____ 

有□ 無□  

 

 

有□ 無□ 

網裝□  

盒裝□  

冷藏□  

常溫□  

有□ 無□  

 

 



 

62 
 

62 

                      防治資材成分並保留購買單據來源記錄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苗木及資材採購的管理，亦便於本 

      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採 買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品名 數量 出、入庫管理記

錄 防治管理  購買憑證黏貼處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蘇利菌   1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63 
 

63 

                     防治資材成分並保留購買單據來源記錄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苗木及資材採購的管理，亦便於本 

      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採 買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品名 數量 出、入庫管理記

錄 防治管理  購買憑證黏貼處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蘇利菌   1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公斤/升數  

入庫 □ 

_____公斤/升數 

防治____公斤/升數   
 

                                                    



 

64 
 

64 

                         苗木及資材採購單據來源記錄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苗木及資材採購的管理，亦便於本 

      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採 買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品名 數量 出、入庫管理記

錄 購買憑證黏貼處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65 
 

65 

                          苗木及資材採購單據來源記錄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苗木及資材採購的管理，亦便於本 

      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採 買 內 容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品名 數量 出、入庫管理記

錄 購買憑證黏貼處  
 

備註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107年 

___月 

___日 

   出庫 □  

____ 棵/枝  

入庫 □ 

_____棵/枝 

 
 

 



 

66 
 

66 

農場環境與衛生自主管理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環境與衛生的管理，亦便於本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年度自主檢測實施項目  備註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自主檢測項目 
是否通過 購買憑證黏貼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水源檢測 有 □ 

有 □五公里內水源無汙染證明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土壤檢測 有 □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農產品有無 

檢驗報告 

有 □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設置農場廢 

棄物分類、 回

收及存放 處  

有設置□  

無設置 □  

改善日期:____/____/____ 

 

機具及環境整潔日誌 

 

 

 

 

農機具是否有定期

清洗、乾燥 

   

 

 

 

 

  日期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備註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周圍環境整定期清

掃 

   

 

 

 

 

 

   日期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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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農場環境與衛生自主管理日誌               

目的：如實填寫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利自己對產品的年度環境與衛生的管理，亦便於本會之查驗。 

 1. 工作內容包括：品名、數量、購買憑證黏貼處等。 

 2. 範例如下：  

日期 地號  年度自主檢測實施項目  備註 

107年 

10 月 

20 日 

 

387 

自主檢測項目 
是否通過 購買憑證黏貼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水源檢測 有 □ 

有 □五公里內水源無汙染證明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土壤檢測 有 □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農產品有無 

檢驗報告 

有 □  

無 □  

 

證明影本填貼憑證處  

107年 

___月 

___日 

 設置農場廢 

棄物分類、 回

收及存放 處  

有設置□  

無設置 □  

改善日期:____/____/____ 

 

機具及環境整潔日誌 

 

 

 

 

農機具是否有定期

清洗、乾燥 

   

 

 

 

 

  日期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備註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周圍環境整定期清

掃 

   

 

 

 

 

 

   日期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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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銷 售 紀 錄 表  

說明：申請者所有生產之產品，包括有機、轉型、友善、產銷履歷、其他均需填寫。  

如有其他表內無法顯示者填列備註欄。                姓名: 

銷售日

期 

產品名

稱 

銷售對象 
地號 採收日期 銷售數量(Kg) 備註 

有機 友善 轉型 慣行 其他 

範例: 

7/20 

紅藜 豐年農場 387 5/20   2    

8/02 小白菜 自   用  6/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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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銷 售 紀 錄 表  

說明：申請者所有生產之產品，包括有機、轉型、友善、產銷履歷、其他均需填寫。  

如有其他表內無法顯示者填列備註欄。                姓名: 

銷售日

期 

產品名

稱 

銷售對象 
地號 採收日期 銷售數量(Kg) 備註 

有機 友善 轉型 慣行 其他 

範例: 

7/20 

紅藜 豐年農場 387 5/20   2    

8/02 小白菜 自   用  6/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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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合約書 

服務內容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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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風                                                 鈴 響 

 

 

 

 

 

 

慶 豐                                               收 囉！ 

 

敬重的三位傳統領袖訴說想念之意 

 
  想念旅外的家人  

                  想念遠方的朋友  

                                    想念祖先的智慧  

                    

       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2018 戊戌狗旺年     
                
                    林貴生理事長 關心您!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3%B3%E5%BF%B5%E6%97%85%E5%A4%96%E7%9A%84%E5%AE%B6%E4%BA%BA?source=feed_text&story_id=1079302812162797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3%B3%E5%BF%B5%E9%81%A0%E6%96%B9%E7%9A%84%E6%9C%8B%E5%8F%8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079302812162797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3%B3%E5%BF%B5%E7%A5%96%E5%85%88%E7%9A%84%E6%99%BA%E6%85%A7?source=feed_text&story_id=1079302812162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