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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特色彙整表 

班基本資料 特色 

桃園市大溪區蔬菜產銷班第 10班 

班長姓名：楊司閎 

輔導單位：大溪區農會 

食安：有機驗證 

1. 班員多數通過有機驗證，具多元行銷通路，供

應桃園及新北市學校營養午餐，有機專賣店、

參加有機農夫市集。 

2. 「堅持有機」，積極投入食農教育，規劃設置

大溪有機村，將有機農業觀念推向各角落。 

3. 一週一會，透過生產規劃協調，分配種植項目

及整合數量，產銷合一，提高經濟收益。 

新竹縣新埔鎮果樹產銷班第 21班 

班長姓名：彭文華 

輔導單位：新埔鎮農會 

食安：產銷履歷、吉園圃、QR Code、 

1. 班員皆為客家人。 

2. 共同採購資材，互相換工，解決農忙缺工問題。 

3. 採用糖度檢測分級，提升產品品質。 

4. 配合新農業政策-參加梨農業保險，分散分險。 

5. 多元行銷管道-特色小舖，班網路平台，成立

「照門山」品牌共同行銷產品。 

臺中市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 7班 

班長姓名：廖明輝 

輔導單位：新社區農會 

 

1. 文心蘭外銷日本、澳洲、大陸、香港等地，成

績亮麗。 

2. 運用科技調節產期，穩定供貨，提高班員收益。 

3. 產研合作，研發文心蘭面膜。 

4. 發展「TSD7」文心蘭品牌。 

彰化縣田尾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

29班 

班長姓名：許淑美 

輔導單位：田尾鄉農會 

1. 制定花木栽培 SOP作業流程，產品不斷推陳出

新，吸引國外植物達人前來選購。 

2. 花木品項超過 1,000餘種，為園藝界 7-11。 

3. 中衛體系專業生產,以班為生產基地向外接

單，企業化經營帶動產業發展。 

4.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及廢土消毒回收再利用，落

實循環經濟。 

雲林縣元長鄉花卉產銷班第 2班 

班長姓名：吳灑山 

輔導單位：元長鄉農會 

食安：產銷履歷、吉園圃 

1. 洋桔梗外銷日本年銷 180萬支，營收破千萬。

具有自行培育洋桔梗穴盤苗能力，節省國外購

苗成本。 

2. 嚴格執行花卉共選共計，保持高品質，鞏固日

本外銷市場，提高班員收益。 

3. 落實「夏菜冬花」栽培模式，輪種小黃瓜及洋

桔梗，溫室設施利用率百分百。 

4. 小黃瓜等瓜果類蔬菜取得產銷履歷標章，安全

蔬果行銷各超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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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基本資料 特色 

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 2班 

班長姓名：安啟信 

輔導單位：阿里山鄉農會 

食安：有機驗證、產銷履歷、QR Code 

1. 原住民組成之農業產銷班。 

2. 從莫拉克風災打擊的茶山部落站起來，以有機

及友善環境耕作方式復育及栽種傳統雜糧。 

3. 成立「茶山良食」品牌，品質優異供不應求，

甚至吸引日本社團前來拜訪採購。 

4. 實踐原住民共享文化，發起「良食捐贈」活動

照顧弱勢，公益善行溫暖部落。 

高雄市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第 12

班 

班長姓名：林松欉 

輔導單位：永安區漁會 

食安：產銷履歷、QR Code 

1. 堅持友善環境養殖高品質石斑魚，產品通過產

銷履歷驗證。 

2. 利用中油處理天然氣所排之低溫海水,供班員

魚塭再利用，循環利用水資源。 

3. 優良養殖技術世代傳承，產品透過永安區漁會

「永安漁產」品牌銷售，年產值超過 1億元，

創造外銷商機。 

高雄市燕巢區果樹(番石榴)產銷

班第 12班 

班長姓名：潘正中 

輔導單位：燕巢區農會 

食安：產銷履歷、吉園圃、QR Code 

1. 原本為快解散的產銷班積極學習求新求進，轉

型成功榮登全國十大。 

2.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3. 配合農委會農業季節性缺工計畫-僱用農業師

傅從事番石榴運銷及栽培管理工作。 

4. 透過燕巢區農會「燕之巢」品牌行銷，營收破

4千萬，成績亮麗。 

屏東縣佳冬鄉水產養殖產銷班第 7

班 

班長姓名：楊傳章 

輔導單位：林邊區漁會 

食安：產銷履歷 

1. 莫拉克風災吹回異鄉遊子，返家與父母一起面

對災後重建，克服兩代溝通問題，為佳冬養殖

經營模式導入新思維。 

2. 運用科技設備養殖減少人力及成本，監控水質

掌握病害，穩定產品品質，再創內外銷佳績。 

3. 友善環境養殖降低用藥，自己養的魚敢賣也敢

吃，產品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及輸銷歐盟驗證。 

4. 班員團結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之挑戰，取得輸銷

歐盟養殖驗證，拓展多元通路。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番荔枝產銷班 

班長姓名：吳朝宗 

輔導單位：太麻里地區農會 

食安：產銷履歷、QR Code 

1. 原住民組成之產銷班。 

2. 全班團結具向心力，共同訂定生產計畫嚴格控

管栽培技術，生產番荔枝品質優異。 

3. 配合農業政策確實遵守安全用藥，逐步導入班

員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確保產品安全。 

4. 落實共享經濟，大型農機具共同使用，生產資

材共同採購、產品共同運銷，實踐農業產銷班

共用共享團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