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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年度目標： 

1. 建立生態保育基地與友善稻作示範樣區 

建立生態保育基地，藉由荒田整治的方式，營造作為友善環

境交流與在地居民連結的示範基地，成為一處具有保育推廣

功能的體驗區域與學術單位交流的地點；友善稻作示範樣區

，與在地國小進行食農教育的合作，透過農事體驗，讓友善

環境概念向下紮根。 

2. 增加復育劣化棲地(葵扇湖樣區) 

針對兩湖里梯田景觀進行復耕，並傳承水梯田整治與種植技

術，保存珍貴的農村文化資源與山間濕地，亦提供重要生態

保育、文化景觀與保水滯洪等功能。今年預計新增左右側之

兩塊梯田，協助割草、請領休耕補助，杜絕以往使用除草劑

對土地造成的危害。 

3. 增加友善耕作面積： 

增加金山地區友善耕作面積擴大，提高在地住民投入經營，

本團隊在北海岸地區，與友善品牌「彩田友善農作」合作，

以契約耕作的方式，輔導農民轉作友善生產稻田，建立串聯

山脈至海岸的生態廊道，修復破碎的棲地與復育生態多樣性

，今年目標可望達到 30公頃規模。 

4. 牛耕文化復甦與食農教育推廣 

與水牛學校及金山學校單位合作，結合地方文化歷史主題，

將牛耕文化與溼地保育融入課程，並以戶外實地操作與觀察

的方式，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與生態環境，學習到保育的觀

念。 

5. 紀錄金山地區人文生態影像 

金山地區由於友善耕作面積增加，水梯田復育也漸有成效，

拍攝團隊自 108年度起，開始紀錄農民組合協會與當地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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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的耕種過程、校園學童農事體驗、公益回饋提供營養午

餐與老人社區共餐等等，更重要的是紀錄該地生態環境的重

大改變，透過無農藥、無除草劑的方式，土地恢復健康、物

種增加、具生態指標的生物現蹤，都將是影片亮點，更是本

計畫無形的價值。 

6. 金山綠網計畫紀錄片試映發表餐會 

一整年的辛勞與成果，在八月的收成季節，舉辦成果發表餐

會暨首映會。以辦桌加上露天電影院的形式，邀集在地農友

、合作夥伴、學校團體、媒體等等一起參與，復刻農村生活

的熱鬧場景。場域設計還包含食農活動體驗、戶外展示文宣

，以達多元宣傳效果。惟今年度適逢肺炎疫情，若八月仍因

疫情之故無法舉辦實體發表會，將予以延期或以網路形式發

表。 

二、 預期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107年 108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示範基地面
積與友善稻
米契作 

公頃 27 28 30 27 30 30 

劣化棲地復
育(葵扇湖樣
區) 

公頃 0 0.6 1.5 0 0.6 2.5 

牛耕文化食
農教育推廣 

人次 3,500 3,800 1,500 1,805 5,857 1,605 

南勢湖生態
保育基地 

人次 2,000 1,500 900 250 1,501 960 

營造成果能
見度(演講、
報導、社群媒
體) 

次 100 100 100 

臉書 82

篇、新聞 5

篇，影片 6

部。 

臉書 248

篇、新聞 9

篇、影片 6

部。 

臉書 232

篇、新聞 8

篇、影片 4

部。 

拍攝友善生
產推動以及
生態復育 

部 0 1 1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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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方法與步驟 

1. 金山生態綠網保育基地與示範樣區整備 

規劃在人來人往的陽金公路旁，設置「南勢湖生態保育基地

」，主要功能包含保育觀念推廣展示，季節性的舉辦講座、座

談、會議、展覽、展售會等活動，成為在地文化傳承與保育

推動平台。除持續的增加金山地區友善農耕生產面積外，利

用現有合作友善農耕區中，位在陽金公路旁的農地遴選一處

為主要示範樣區，本區鄰近公路交通較為方便，可作為環境

教育及農事體驗活動結合的示範田區，將現有水田與周邊區

域進行環境整備，規劃種植展示區、農事體驗區、生態復育

解說池，作為完整的展示樣區。 

 

2. 劣化棲地改善、生態復育(葵扇湖樣區) 

本團隊今年在劣化棲地的部分，108年度已完成 0.6公頃(1-

1的部分)的劣化地復育將持續進行田間管理與雜草整治；

109年度將原有劣化棲地改善增加面積 0.9公頃(1-2與 2的

部分)，預計將復育面積達到 1.5公頃，並在計畫在 5年內將

葵扇湖梯田面積約 4.8公頃的梯田增加復耕並蓄水。另外也

會進行稻米的種植及生物的紀錄與監測。由於水梯田位於陽

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質純淨，原本棲息許多生物，透過

此計畫，預計復育水生黃緣螢及原生種青鱂魚、柴棺龜、大

葉穀精草等屬於水梯田的物種。 

 

3. 在地友善農耕品牌打造與產品提昇發展 

本協會持續輔導萬金石地區農友落實友善耕作，透過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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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與農友合作，規範嚴謹的生產流程，並予以收購加工

成為商品，穩定當地友善耕作農產品通路，並建立金山在地

友善農產品牌加以行銷推廣，透過生產歷程、農人生產智慧

、地方文史故事、金山米的知識、水梯田棲地故事…等的地

方紀錄與產品故事化結合，以產品包裝、文宣推廣、活動行

銷等方式，推廣金山友善農產的好處與形象。本協會亦委託

「彩田友善農作」公司執行農耕、稽核友善耕作，落實品質

把關與驗證。本年度預期輔導農民投入友善農耕稻米面積約

30公頃，並結合故事化的包裝，讓拿到米的朋友，能更認識

這塊土地的養份以及住民與土地永續共存的生產故事。 

 

4. 牛耕文化食農教育推廣 

除了環境友善觀念的推廣與教育之外，本團隊認為，唯有參

與體驗及學習的夥伴，瞭解到這塊土地的歷史脈絡，體認了

在地的價值，認識到當地生活與生產、以及生態的緊密關係

，參與者才能在一個具有情感的狀態下，認同地方全域環境

的保育，傳承地方的生活智慧，持續的參與地方自然與生產

共生的友善社會。 

(1) 水牛是象徵台灣農業文化最重要的夥伴，而水牛精神更

代表台灣人民刻苦耐勞的生命力，人與水牛一同站在土地更

是蘊含了老一輩的人生智慧，也產生友善大地的「牛耕」文

化。團隊將與新竹關西水牛學校合作，重現早期傳統農村社

會，農夫駛牛犁田的景致，喚醒水牛與農村生活寫實映象。 

(2) 田野食育小學堂推動田野食育小學堂主要的形式是以走

出教室、走進田野的方式，讓參與者實際的認識這片土地與

環境，學堂位置不限於農田，也走進山林、步行金山地區的

人文古道、進到海洋；以魚路古道及磺溪流域串聯的山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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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為範圍，讓學員們認識到，河川兩岸完整的植被、林木

，聯繫海岸與山脈之間，編織成綠色網絡，而在其中的農地

，若以友善的方式生產，學員也將親手體驗農事的過程，認

識食物到餐桌的過程，為國土佈署最堅強的綠色安全網。 

(3) 人文講座/傳承工坊透過人文講座及傳承工坊的舉辦，以

在地文化、友善農耕、傳統工藝、食材運用…等為主題，透

過專家講座、耆老傳承工坊、達人教學、交流座談…等方式

，推廣友善環境的觀念，也傳承地方的文化智慧。 

 

5. 金山國土綠網計畫影片拍攝 

108年度紀錄本計畫的重大期程，例如插秧、除草、米食活

動推廣、當地生態物種紀錄等等，已完成階段性任務。109

年度，將以多種水生昆蟲及螢火蟲數量增加為主要拍攝目標

。預計五月底拍攝結束，六七月進行後製，八月完成並發表

。 

 

四、 實際成果  

(一)  金山生態綠網保育基地與示範樣區整備 

本團隊在 107年年底在金山南勢湖承租 0.8627公頃田區作為

金山國土綠網交流與參訪的基地，田區位置坐落於南勢湖，

附近有淺山、水田與溪流，預計配合季節進行農事體驗的規

劃。惟因年初疫情爆發，下修造訪人次，並在疫情稍緩的春

夏季舉辦活動，109年度造訪人數達到 96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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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一：金山地區歷年南勢湖參訪人次統計圖 

 

 

 

 

 

 

 

 

 

 

南勢湖示範田區在彩田友善契作農友鄭氏家族附近，生態豐

富多元，今年特別紀錄到白腹游蛇、東方白鸛與過冬的水鳥

。冀望透過友善農法長期推行，與水稻田提早翻耕作業，打

造成候鳥過冬與稀有保育類動物的生存棲地。 

宏碁參訪活動 呷米參訪活動 

 

 

 

 

 

 

 

 

 

 

中角國小食農活動 中角國小食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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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勢湖示範田區農事作業，分別為 0.4773公頃水田與

0.3112公頃旱田。本團隊分別進行友善水稻與地瓜種植的

規劃，109年度水田收成約 2550公斤的濕穀，由林務局全

數捐贈給在地金美國小營養午餐使用，不足的數量由彩田全

力協力補足。今年度總共捐贈 3675公斤白米。旱田的友善

地瓜收成約 100公斤，與協助管理種植的農友分享外，也提

供給參訪客人進行農事體驗。 

 

東方白鸛 白腹游蛇 

 

 

 

 

 

 

 

 

 

 

過冬水鳥 紅胸黑翅螢 

 

 

 

 

 

 

 

 

 

 

南勢湖基地施肥 友善田區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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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勢湖示範田區補秧 南勢湖示範田區開溝 

  

南勢湖示範田區友善地瓜苗 示範田區地瓜苗種植完成 

  

友善地瓜收成 示範地瓜田除草 

  

友善稻米收成 示範地瓜田下肥 

  

金美國小友善米運送 金美學生營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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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劣化棲地改善、生態復育(葵扇湖樣區) 

 

 

 

 

 

 

 

 

本團隊 108年度在金山葵扇湖地區復育 0.6公頃(圖 1-1)的

劣化棲地，保持全年度有水跟稻作種植。109年度將原有劣

化棲地改善增加面積 1.9公頃(圖 1-2、2與 3)，目前約 1.5

公頃(圖 1-1、1-2與 2)保持全年有水、定期除草、田埂養護

，並在 4-9月期間進行稻作種植，今年收成總重約 1.2噸稻

穀；剩餘 1公頃(圖 3)按月執行雜草的移除作業，減少地主

除草劑的使用，營造淺山完整的生態廊道，提供友善無毒的

棲地給動植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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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二：金山區兩湖里歷年復育面積統計圖 

 

 

 

 

 

 

 

 

 

 

圖 1-2 區劣化棲地打田 劣化棲地空拍圖 

 

 

 

 

 

 

 

 

圖 1-2 區劣化棲地打田 圖 1-2 區劣化棲地打田 

 

 

 

 

 

 

 

 

3月份水稻種植作業 3月份水稻種植作業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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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今年與林務局特生中心合作，在劣化棲地葵扇湖樣區

進行柴棺龜與青鱂魚野放作業，也跟生態導演張博鈞合作復

育台灣原生種植物大葉穀精草。今年與兩湖里居民的配合，

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吸引年輕人迴游，傳承老一輩梯田整修

維護與稻作種植的經驗與技術。 

圖 2區劣化棲地放水打田 圖 2區劣化棲地放水打田 

 

 

 

 

 

 

 

 

4月份梯田除福壽螺作業 4月份梯田補秧作業 

 

 

 

 

 

 

 

 

 

 

圖 3區劣化棲地除草作業 圖 3區劣化棲地除草作業 

 

 

 

 

 

 

 

 

8月份梯田割稻作業 8月份梯田割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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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棺龜野放作業 柴棺龜野放作業 

 

 

 

 

 

 

 

 

野放柴棺龜調查作業 野放柴棺龜調查作業 

 

 

 

 

 

 

 

 

青鱂魚野放作業 青鱂魚野放作業 

 

 

 

 

 

 

 

 

大葉穀精草種植 大葉穀精草復育情況 

 

 

 

 

 

 

 

 

 

 

野放柴棺龜調查記錄(截至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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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地友善農耕品牌打造與產品提升發展 

(1)在地友善品牌打造 

本團隊 109年度與金山 32位與貢寮 1位農友簽約，友善稻

作面積共 30公頃，收成乾穀總重 77,397公斤。 

        表格三：金山區歷年契作友善稻田面積統計圖 

 

 

 

 

 

 

 

 

 

                  109年度友善契作農友名冊 

農友名稱 種植面積(公頃) 田區位置 

蔡忠勇 1.2612 金山區聖德段 

鄭榮龍 1.8186 金山區南勢湖 

蔡源泉 1.5520 金山區聖德段 

黃文俊 1.7945 金山區聖德段 

簡水龍 0.7066 金山區南勢湖 

許祐榮 0.3738 金山區聖德段 

邱淳三 0.6433 金山區聖德段 

許銀財 0.6042 金山區下六股 

蔡漢昌 0.4849 金山區頂六股 

張李夏 0.3395 萬里區大鵬段 

黃俊夫 0.5064 金山區三界壇與聖德段 

莊連萬 0.0617 金山區聖德段 

莊煥培 0.0619 金山區聖德段 

陳阿海 0.4366 金山區下六股 

張欽郎 0.2367 金山區頂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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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提升發展 

團隊去年度與彩田合作，研發出米製醬料(鹽麴、鮮辣椒麴

與韓式辣醬)與米餅，目前上架在台北市 248農學市集、金

山汪汪故事館等等通路。今年度與樹生休閒酒莊的陳千浩老

師合作，進行米啤酒與米濁酒的釀製作業，藉由二級加工品

研發，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表格四：109 年度米研發產品銷售數量 

 

 

 

 

 

鄭玉森 0.9327 金山區南勢湖 

朱金萬 0.8522 金山區聖德段 

蔡麗澤 0.5816 金山區南勢湖 

張萬盛 1.3722 萬里區大鵬段與加投段 

盧金卿 0.7821 金山區聖德段與三界壇 

許建金 0.4251 金山區頂六段 

李田壽 0.5496 金山區南勢湖 

賴蔡標 0.2729 金山區六股 

賴順坤 0.5765 金山區頂六股 

蔡漢堂 0.3870 金山區頂六股 

楊新基 5.8195 金山區月眉 

吳宗騰 0.6990 金山區南勢與六股 

簡金春 0.5768 金山區聖德段 

簡金祈 1.2759 金山區葵扇湖 

鄭添勇 0.8341 金山區南勢湖 

許瑞林 0.7933 金山區五福段 

張認路 0.2481 金山區三重橋 

林昱安 0.5227 貢寮區田寮洋 

總共面積 30.01公頃  

銷售品項 數量 

鹽麴(罐) 1014 

鮮辣椒麴(罐) 489 

韓式辣醬(罐) 296 

米餅(包) 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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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牛耕文化食農教育推廣 

(1)本團隊 7月與關西水牛學校李春信老師合作，在金山葵扇

湖梯田與聖德宮執行牛耕教育文化推廣。由於活動獲得在地居

民與農友的認同與支持，因此 9月初經林務介紹，與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合作，認養二頭野化水牛，進行牛耕文化的推廣

與訓練。團隊目前已建置 2間牛舍與 1台牛車，未來將積極推

廣牛耕文化，也計畫推行牛耕鋤草隊，解決休耕田地過度使用

除草劑的問題。 

 

 

 

 

樹生酒莊釀酒廠 米啤酒打樣 

 

 

 

 

 

 

 

 

 

 

 

 

米啤酒裝罐 米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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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五：金山區歷年食農教育推廣人次統計圖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7月葵扇湖牛耕文化推廣 

 

 

 

 

 

 

 

 

9月陽明山認養第一頭野化水牛 9月陽明山認養第一頭野化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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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團隊 109年度與同心福德華老師彭瑞祥合作舉辦 3梯

次營隊，帶領都市孩子親自體驗田區農事、淺山挖筍、水圳

探訪與下寮牽罟，也安排在地友善農業體驗活動(清水友善

蓮花田與庭少有機香草園)。從淺山、河川、平原到海洋，

讓里山里海的理念從小紮根。 

 

 

 

 

 

 

 

 

 

 

 

 

 

10月陽明山認養第二頭野化水牛 10月陽明山認養第二頭野化水牛 

 

 

 

 

 

 

 

 

 

 

一號水牛牛舍 二號水牛牛舍 

 

 

 

 

 

 

 

 

水牛牛車 水牛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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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團隊定期於 3月插秧與 8月收割季節舉辦大型的食農

教育活動，結合政府機關、在地學校(中角國小與三和國小)

、居民與企業，凝聚在地的力量，進而到對家鄉土地的認同

與愛護。活動中也積極推廣米食產品(米壽司、米餅、米蛋

糕與米醬料)，增加國人對米食的使用性。 

 

夏令營挖筍活動 夏令營水圳探訪 

 

 

 

 

 

 

 

 

夏令營清水友善蓮花田 夏令營下寮海岸牽罟 

 

 

 

 

 

 

 

 

春分插秧活動花絮 春分插秧活動花絮 

 

 

 

 

 

 

 

 

 

 

春分插秧米壽司推廣 春分插秧米蛋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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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山國土綠網計畫影片拍攝 

(1)目的 

水梯田是重要的文化景觀、山間的濕地，更具有重要的生態保

育價值。紀錄團隊自 108年度進駐金山，進行友善契作，強調

不使用農藥、化肥的耕作方式，生產彩田米。未來將復育更多

水梯田，造就更多生態性與環境多樣性，成為國土綠網其中的

重要一環。 

 

本影像於 108年度側拍執行團隊在水梯田進行農事的過程，了

解計畫對聚落所造成的影響，藉由觀察金山生物的數量改變狀

況，佐證水梯田復育的成果。109年度的拍攝影像將著重在生

態物種紀錄，將以多種水生昆蟲及螢火蟲數量增加為主要拍攝

目標。預計五月底拍攝結束，六七月進行後製，八月完成並發

表。 

 

春分插秧米餅推廣 秋分割稻活動花絮 

 

 

 

 

 

 

 

 

 

 

秋分割稻活動花絮 秋分割稻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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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內容 

項次 內容 單位 數量 

1 前期踏查、溝通 場 5 

2 拍攝腳本規劃 式 1 

3 1-2月 水梯田生態紀錄 班 8 

4 3-4月 水生昆蟲、螢火蟲紀錄 班 8 

5 5月   空拍示範樣區、葵扇胡 班 5 

6 6月   後製剪輯 班 8 

7 8月   影片完成 式 1 

8 8月   成果發表 式 1 

      

 

   (3)成果：如附件一。 

 

 

 

 

 

 

 

 

 

 

 

 

 

 

紀錄片拍攝花絮(108林務參訪) 紀錄片拍攝花絮(示範田區收割) 

 

 

 

 

 

 

 

 

紀錄片拍攝花絮(空拍候鳥過境) 紀錄片拍攝花絮(土窯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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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金山綠網計畫紀錄片試映發表餐會 

今年度將紀錄片試映會與割稻飯結合舉辦，配合一年一度

的收穫季節，分享團隊近 2年在金山執行的成效，擴大並

傳達國土綠網計畫之理念。活動當天邀請契作農友、在地

居民、學校團體、企業等等約 400人次前來參與，割稻飯

辦理 25桌。 

 

 

 

 

 

 

 

 

 

 

 

五、 檢討與建議 

1.今年度於南勢湖示範樣區的稻作與地瓜種植，由於未使用化學

資材與肥料，導致產出之農產品，劣質品佔半數以上。未來希望

導入友善防治或劣質品再利用，提升農產品經濟利益，並形成正

向循環經濟，建構永續發展與零浪費的農業循環。 

紀錄片試映發表會花絮 紀錄片試映發表會花絮 

 

 

 

 

 

 

 

 

紀錄片試映發表會花絮 紀錄片試映發表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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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隊今年在擴大在劣化棲地葵扇湖水梯田的復育，原先預定在

樣區 3進行犁田與放水。由於極端氣候的關係，北海岸夏季處於

缺水的狀況，導致家庭與農業用水起衝突，長達約 2個月半的時

間處於用水不足的狀態，部分田區出現龜裂，前期投入的溼地晶

化作業，全部重新再進行一次，嚴重延緩工作進度的排程。團隊

明年度將與在地居民協調夏季用水的用量，減輕缺水的對水梯田

造成的衝擊。 

 

3.團隊歷年來多著重於產品提升與銷售的部份，但由於近年來國

人食用米的使用量遞減，銷售量並無顯著成長。今年度由於疫情

的原因，國內旅遊相當盛行，團隊明年度將以小旅行為主要的工

作內容，從淺山(葵扇湖梯田)-平原(南勢湖保育基地、清水濕地

友善蓮花田)-海洋(下寮海灘牽罟)，安排一系列的體驗活動，推

廣國土綠網計畫的核心「里山里海」，從不一樣的角度認識金山

。 

 

4.牛耕文化為團隊今年度重要的工作項目，原本預計從陽明山認

養約 7-8頭的野化水牛。於 12月初遇到野化水牛全暴斃的事件

，因此暫緩工作項目，待暴斃原因查明後，再重啟領養計畫。明

年度將重心放在訓練水牛進行農業耕作，喚醒水牛與農村生活寫

實映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