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三屆十大綠色照顧-得獎單位介紹 

一、 十大綠色照顧(10個) 

得獎單位 介紹 

復興區農會 

在沒有家政班的資源下，整合青農及在地居民，建立志工體系，也透

過課程的安排，建立長者信心，並培育青農成為在地講師。 

復興區農會從僅農會員工 2 人開始辦理到今年已有多名青農、長者及

志工加入，顯示在地對農會的支持及認同。課程多元不設限，特殊狀

況的長者比例高，會依據長者狀況作課程的調整，而長者在課程中製

作的東西也會進行販售，所得回饋綠照站，以永續為前提，展現高齡

也能有產能。 

芎林鄉農會 

透過綠色照顧站，達到「老而有伴」及「在地終老」的目標，並透過

課程傳承客家的精神與文化。 

芎林鄉農會綠場域豐富，包含雞舍、植栽牆、開心農場等，場域由班

員分組進行管理。課程也延伸至日常生活，讓長者在上課後，在家裡

也能繼續學習，雖然只上一天的課，但可以忙三天。供餐菜單結合營

養師，食材來自於直銷站及學員所種植的蔬菜，並透過田媽媽的料理，

提供長者安心且健康的飲食。 

後龍鎮溪洲社

區發展協會 

結合在地特色農產及文化，並安排青銀共學的方式辦理相關活動，設

置綠色景觀療育場域，打造高齡友善的活動空間。 

溪洲社區發展協會的綠療育環境遼闊且豐富，以促進其健康身心為理

念結合長者的需求去做設計及改善。課程融入食農教育並安排許多青

銀共學的課程，也設計一系列的教具，不只可以重複使用且老少皆宜，

將食農教育做延伸，與在地結合，打造屬於在地農業環境與文化的課

程。 

花壇鄉農會 

運用在地綠色元素及既有資源，進行場域改建及推動綠色照顧工作，

並整合及培育人力，達到在地服務在地的理念。 

花壇鄉農會志工組織及培訓完善且有制度，根據志工所長去做分工，

並明訂招募、管理及獎勵辦法，也安排志工作為講師，以在地服務在

地。課程部份去性別化，鼓勵夫妻共學，也將特色農產業茉莉花及艾

草融入課程中，並導入「長者為師」，讓長者分享自己的專業，達到有

為老化。 

和美鎮農會 將人生百態搬上舞台，陪伴高齡者說故事演故事，小故事大智慧，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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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高齡者重新燃起年輕時的活力，增添生活的樂趣。 

和美鎮農會超高齡學員多，3班皆有 80歲以上長者，課程的設計也會

依據長者的性別及年齡去做規劃。志工組織完善且有明確的分工制度。

為照顧更多的長者，由家政班成立的愛家劇團會到社區演出，在演出

的同時也會安排健康諮詢服務，並鼓勵社區長輩加入綠照站的行列，

擴大服務量能。 

莿桐鄉農會 

以「莿桐飲食文化」奠定 543 綠照站，並以「快樂、健康」為宗旨，

以在地、農業特色元素為起點，加入創新結合懷舊及文化，發掘專長

發揮所長。 

莿桐鄉農會推動老老照顧，讓參與綠照站的長者成為高齡志工，使長

者作為學員外，提升自我價值，展現互助的精神。並與藥局及醫院合

作，提供預防醫學器材給長者使用，結合智能檢測系統掌握長者的身

體健康狀況，享受在地健康老化的生活。 

布袋鎮農會 

用經營學校的方式，有制度的管理班級，讓學員產生歸屬感，並帶班

員共同作詞，利用歌曲，譜出布袋農會的綠照精神。 

布袋鎮農會課程去性別化，結合在地文化及農產品，課程的規劃會以

一個農產品為主題串聯環境、生活、健康並符合食農教育內涵去做安

排。志工培訓邀請各個領域地講師來做教學，志工也會參與課程及餐

單的規劃，並擔任內聘講師。也透過有制度的管理，讓長輩及志工更

有向心力並將綠照站視為第二個家。 

麻豆區農會 

利用農漁村的自然元素，融合健康概念，達到「在地老化」、「樂齡生

活」的目標，並以「自信、榮耀、認同、樂活」為主軸設計課程，提升

長者的自我價值。 

麻豆區農會課程運用在地農產—麻豆文旦，並結合環境、生活、健康

三大主軸，內容豐富且多元，也將長者製作的成品放在直銷站展示，

提升長者的成就感。供餐使用在地、當季的食材，並與新樓醫院營養

師合作，開發適合長輩牙口及營養的菜單，讓長者營養更充足。 

壽豐鄉農會 

訂定幸福長「壽」分享生命，快樂農民「豐」沛視野的目標，並以結

合在地元素為特色，在傳統上求新求變求創意。 

壽豐鄉農會課程結合在地特色，並在傳統上進行創新，發展出屬於農

會自有的特色課程。在課程安排上也較為中性，並鼓勵夫妻共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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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引男性長者一同參與。班級管理十分確實，除了提升班員對班級的認

同感，也安排長者擔任值日生協助盛飯及課後的整理，展現自助及互

助的精神。 

池上鄉農會 

透過協助及陪伴，提升高齡者生理上的照護及心靈的富足，更強化農

村共農、共耕、共膳、共學的生活網絡。 

池上鄉農會善用外部資源，並運用在地特色規劃課程，也結合家政班

員和長者做傳統技藝的教學，如：打草繩、編織、拼布等，並在農會

超市建立綠照長者作品專區，由班員自行整理商品架，其銷售所得為

班員自己的收入，除了讓傳統技藝得以傳承，也能讓長者從中獲得成

就感及自我價值的提升。 

 

二、 綠色健康楷模獎(5個) 

得獎單位 介紹 

竹塘鄉農會 

結合「吃在地、食當季」的方式，落實低碳的食物里程，並秉持地產

地消的理念，達到永續農業的發展。 

竹塘鄉農會課程設計結合健康、生活、環境三大主軸，並與四健、青

農、家政班員合作，課程豐富多元。菜單由營養師指導設計，並運用

在地食材及使用具有產銷履歷的白米，設計符合長者牙口食用的料理。

綠場域為開心農場，主要種植香草及蔬菜，收成時會用於午餐加菜，

讓長輩更有成就感。 

草屯鎮農會 

利用在地農業元素設計課程，並導入營養師「我的餐盤」的設計理念，

教導高齡者均衡飲食，期待透過宣導，能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及預防

肌少症的問題。 

草屯鎮農會以「我的餐盤」為概念，配合營養師規劃營養均衡且適合

長者牙口的餐點，並加入在地青農及長者自行栽種的蔬菜和膳食纖維

豐富的雜糧。在上課前會請長輩們分組擔任一日志工幫忙備菜，並由

小組長帶領家政志工烹調出色香味俱全且營養豐富的料理。 

斗六市農會 

以在地健康老化的理念服務高齡者，並發掘在地隱藏的需求者及邊緣

戶，落實真正需要關懷的長者，營造友善高齡的環境。 

斗六市農會食材以在地青農及長者提供為主，並利用次級蔬果來做餐

點，菜單設計以食在地、吃當季為原則，並符合少油、少糖、少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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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條件，也多使用原型食物及以水煮代替油炸等方式，製作符合高齡者

牙口及營養的餐點，讓長者不只吃得開心，也吃得安心。 

斗南鎮農會 

結合生態廚師的精神，運用友善且在地的食材設計符合高齡者所需的

菜單，讓長者吃的健康且安心。 

斗南鎮農會食材以在地當令為主，在菜單設計上也以天然調味、原型

食物等去做安排，並將生態廚師的概念帶入綠照站，傳達土地永續的

生命態度，也會請長者提供建議及回饋，以利後續菜單及課程的規劃。

課程上以在地農產品作為活動的主軸，從認識作物到種植及餐桌再到

手工成品，規劃具連貫性。 

義竹鄉農會 

透過「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使執行內容更能貼近長者的需求，並

辦理專業培訓，使志工掌握健康供餐的相關知識。 

義竹鄉農會供餐量能大，一天約提供 120 份餐點，聘用在地居民擔任

廚師且其中一位具有丙級執照，並邀請營養師進行志工培訓，指導菜

單設計、食品安全及衛生管理等專業知識，使志工達到健康供餐的目

的。在菜單方面使用在地農產，支持及認同在地農業。 

 

三、 綠色學習標竿(5個) 

得獎單位 介紹 

彰化區漁會 

多元課程設計與漁村社區擁有的海洋資源以及漁業文化結合，內容

貼近漁民的生活和文化，形成獨有的課程特色。 

彰化區漁會課程規劃與在地漁業文化及海洋環境結合，如使用蚵殼

及海洋廢棄物創造的手作課程，不只利用當地特產，也將廢棄物循

環利用，達到海洋保育的效果。另外也安排食魚教育課程，讓長者

在瞭解水產的料理方式及營養價值後，進而增加食用水產料理的頻

率。 

鹿草鄉農會 

積極建構在地健康老化，以健康、生活及環境三大面向設計課程，

並與青農、學校、改良場等外部單位合作規劃課程。 

鹿草鄉農會配合三大面向並與外部單位合作設計課程。在健康方面，

與護校學生合作，讓學生學習如何與長者互動，而長者也在與學生

的相處中瞭解相關醫療知識；生活方面，在當地廟宇的邀約下，讓

長者製作並回憶傳統元宵儀式「放火馬」；環境方面，邀請在地青農



5 
 

得獎單位 介紹 

擔任講師帶領相關農事體驗。課程多元且豐富。 

鹽水區農會 

以綠照站為舞台，培育在地長者、志工及青農成為綠照講師，並透

過青銀共學的課程，傳承長者的好手藝。 

鹽水區農會內聘講師比例高，鼓勵及培養志工和長者成為講師，讓

志工及長者得以展現自己的才能，提升自信心及拓展服務效能。並

以三大面向-生活、環境及健康，去構思相關課程，也與在地青農合

作，結合當地農產及農業，設計從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教育課程，培

養食在地的概念。  

佳冬鄉農會 

以「農業為本、農民為先」為主軸，並以產業促進為目的、健康促

進為核心，推動適合佳冬鄉長者的綠色照顧。 

佳冬鄉農會以農業及自然環境為主軸，運用在地特色且以長輩需求

為中心，進行課程的設計，也與體育署合作，利用儀器分析長者的

身體數據，讓長者認識自己的身體。整合在地資源，不只邀請青農

及家政班員、志工，也請長者擔任講師，並與四健會合作，結合具

「技藝性質」及「照顧關懷銀髮」的課程，共創青銀共學的樂趣。 

富里鄉農會 

透過課程的教學，提升長者的自信，讓長者主動報名擔任講師，在

擔任講師的過程，也能增加長者的勇氣及成就感。 

富里鄉農會藉由不同世代的互助共學，促進世代共榮，如由同鄉青

年擔任講師時，也會邀請長者擔任協助的角色，透過練習後，讓長

者也能擔任講師，培養長者的第二專長，且內聘講師的比例高，也

會安排長者未接觸過的體驗讓長者認識，如森林瑜珈等，透過課程

讓長者能學習並接受新的事物。 

 

四、 綠色關懷服務獎(6個) 

得獎單位 介紹 

淡水區農會 

以綠色植物為主軸，融合農業及自然元素，搭配健康、生活及環境

去設計課程，並安排相關的志工培訓，加強志工的專業能力。 

淡水區農會設置排水良好、不彎腰設計的屋頂菜園，在採收後會將

種植的蔬菜捐贈給弱勢團體。志工會依專長分類，建立輪班機制，

並搭配綠照課程的主題安排志工相關培訓，使志工有服務長者的專

業知識，且 70歲以上的長者佔 1/4以上，展現高齡互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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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五股區農會 

透過培育在地人才，建立在地資源網絡，也設置多處外展點，使較

偏遠的地區也能夠感受到農會的熱情及服務。 

五股區農會課程以在地農作—綠竹筍為主題，設計一系列相關課程。

零飢餓供餐和學校合作，供應餐點給參與課後輔導並來自弱勢家庭

的孩童。志工組織健全且分工明確，培訓課程多元，且志工除了協

助課程進行外，也安排志工進行綠照課程規劃並擔任講師，在地支

援網絡完善。 

汐止區農會 

使用農會的多功能場域，結合在地農業及自然等綠色資源，建立健

全的高齡者服務體系，以改善長者的生活品質及身心健康。 

汐止區農會的志工團隊組織規劃完善，並有明確的管理機制，安排

志工的基礎訓及特殊訓，協助申請農業局的志工證。且綠照班每年

都會招新生加入，舊生會另外辦理課程或講座，除了能增加服務量

能，也不因課程結束而停止對長者的關懷，並邀請長者擔任志工，

除了自助也能互助。 

後龍鎮埔頂社區

發展協會 

結合在地醫療及學術資源，跨領域媒合多個單位以照顧社區的高齡

長者，並利用地區豐富之農產品，發展綠色廚房建立社區的綠飲食

典範。 

埔頂社區發展協會在原有的供餐條件下增加量能，提供服務給社區

內以及附近的高齡者和弱勢家庭，也與醫院合作，透過紀錄瞭解長

者的身體狀況，並持續關心長者的身心健康。志工方面招募新住民

加入志工行列，並將新住民的文化導入綠照站，展現多元且包容的

環境。 

龍井區農會 

以「用社區共好帶動家鄉美好」為理念，積極投入農村高齡者服務

工作，並發展在地支援網絡，創造社會價值。 

龍井區農會志工團隊龐大、組織完善，透過標準化的流程制定管理

制度，分組分工，也建立管理規章，明訂實施計畫、注意事項、申

訴管道等制度，還有自主學習實作及研究教案的時間，讓志工在擔

任講師時有更完整的準備及規劃，也鼓勵志工投稿相關徵選，建立

志工的成就感及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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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北港鎮農會 

在無相關社福照顧資源的地方設置站點，並透過「有為老化、以老

助老」的理念，達到互助的精神，提升自我的價值。 

北港鎮農會每年皆會招收新班員，舊班員會放入零飢餓供餐名單中

持續關懷，部分班員也會轉為志工。目前的志工團隊皆由前綠照班

員擔任，以 2 人 1 組的排班制度去調派志工，協助本會及外展班的

課程，角色的轉變讓志工長輩有被需要的成就感，且與班員間的互

動也很良好。 

 

五、 綠色場域特色獎(5個) 

得獎單位 介紹 

埔里鎮農會 

透過整修及改建，強化綠場域，重視行動安全及無障礙設施，並增

設烘焙教室，增加綠照課程的多元性。 

埔里鎮農會綠照場域由志工、長者及埔里國中美術班的學生共同美

化及修繕，並增設無障礙坡道、不彎腰菜園等，創造一個友善高齡

的場域。另外也在直銷站內增設高齡友善專區，讓長者所種植的植

栽及蔬果能上架販售，並將部分所得回饋使用於獨居長者的餐食基

金，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 

番路鄉農會 

為提供給長者友善高齡的環境，積極修繕場域及設備，並透過志工

慰問及課程安排，提升長者的「幸福感」。 

番路鄉農會為建立一個讓長者安全且安心的場域，在環境及設施方

面做了大幅度的整理及修繕，除了建立無障礙設施，也將廚房進行

整修，並設置櫥櫃，減少鍋碗瓢盆在清洗後與外部污染物的接觸，

在安全及衛生的條件下將站點變成一個友善高齡的場域。 

後壁區農會 

菁彩人生綠照站將舊有穀倉活化，空間明亮寬敞，讓長輩能喜愛且

安心到站上課，且因站點設置在老街附近，也增加了綠照站的曝光

度。  

後壁區農會活化舊有穀倉，以安全和友善空間為主軸進行改建，在

保留穀倉原有的外觀下，加入新穎的內裝、設置無障礙廁所，建立

友善高齡的環境。並提供綠療育空間，鼓勵長者栽種，將畸零地設

置為菜園，供長者種植時蔬，作為供餐使用，除了能美化空間外，

也提升長者的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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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介紹 

內埔鄉東片社區

發展協會 

以社區理念為基礎，透過對人的關心、對土地的關懷以及對社會的

回饋，打造友善高齡的環境以及東片土地的永續經營。 

東片社區發展協會綠照場域豐富，有公園、生態廊道、農場等，也

利用各種爬藤植物或灌木將老舊圍牆進行綠美化，建立友善長者的

綠療育環境。農場使用光合菌及沼液代替農藥及肥料，收成後的蔬

果提供給社區作為供餐食材，打造有機、無毒且永續的土地環境。 

員山鄉蓁巷社區

發展協會 

運用地產地消及呼應地方創生，營造友善高齡者生活環境，並以在

地健康老化為願景，提升長者的身心健康。 

蓁巷社區發展協會綠場域遼闊，不只種植多種植栽，也設置不彎腰

菜園供行動不方便的長者使用。帶領長者設計與建置綠場域，改造

體驗農田環境，使長者發揮自身長才，讓綠場域的營造成為長者展

現價值的場所，也培訓長者成為食農教育園區的解說志工，提升長

者的信心及自我價值。 

 

112年特色家政班徵選活動 

獲獎單位簡介 

農會 家政班 簡介 

大雅區農會 雅楓家政班 大雅區農會雅楓家政班現有班員 50人，以「生活」

面向為主題，班員透過共同學習、分享，發現班員

對手工藝有濃厚的興趣，熱愛技法研習，進而培育

出棉紙撕畫、鋁線手作、編織、花藝等巧手巧藝的

種子老師；班員發揮創意將小麥在地特色融入各項

作品，創作出多元化獨特的農產藝術品，目前本班

有慧心巧手種子老師 12人，皆各有所長、能將所長

集思廣義靈活運用，帶領全班共同創作小麥特色作

品，並透過小麥產業文化節等大型活動展出，打響

知名度並深獲好評，且至社團、學校、社區樂齡、

關懷聚點等推廣在地農特產與作品。未來將持續透

過農會的輔導與培訓，將班員訓練為小麥解說員，

並整合慧心巧手、律動、烹飪、烘焙種子老師，讓

本班成為推動「小麥食農教育」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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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家政班 簡介 

太麻里地區農會 夢馨羽家政班 太麻里地區農會夢馨羽家政班是達仁鄉第一個成立

的家政班，班名代表的意涵是「夢想、溫馨、成長」

之意。本班結合充滿有理想共識之農友，於快樂溫

馨、團結和諧的氛圍情境中共同努力，整合部落婦

女手工藝技巧，透過串珠、陶珠、琉璃珠或織布、

傳統男女生之頭飾等作品，再造班員對自我文化的

認同珍惜，並且重拾過去原住民族傳統食物之製作

與現今食材調製之研究，分享食物的記憶，更是將

族群、家族、家人或朋友間情感聯繫的重要牽線。

本班班員皆為原住民部落成員且具個人專長，如傳

統手工藝、食譜、織布、舞蹈及釀酒等，大家相處

間不計較、相互尊重，分享無私，樂於助人，並樂

於接受班幹部的工作安排，對所做的事情用心做好，

無存有功利之心。 

池上鄉農會 農村志工家政班 池上鄉農會農村志工家政班已成立滿 20 年，也是

當地最早期成立的志工家政班，班員積極參與家政、

綠色照顧、食農教育等課程研習，學習第二專長，

精進成為講師到學校、社區或社團教學，傳承農村

米食文化、農業體驗、特色巧藝及青銀共創不遺餘

力，並熱心協助鄉里舉辦各項活動，團結一致不計

較。並且因應高齡化的社會現況，透過班員隨時更

新高齡者、獨居或失能等弱勢族群資訊，建立關懷

者資料庫，安排訪視、問安及送餐，盼能更加完善

農會社會責任的落實。儘管大多數班員年齡已超過

65歲，但執行力絕不落後別人，各項工作大家一定

排除萬難參加並協助填寫訪查問卷，後續個案追蹤、

通報處理等；每位班員的無私付出、攜手相伴，一

同學習成長，並成為農會最堅強的後盾。 

芎林鄉農會 五龍家政班 芎林鄉農會五龍家政班現有班員 82 人，其中有接

近 3成的男性班員、有 22對夫妻一同參加，更是農

會所輔導的家政班中，夫妻參加最多的一班，這些

優秀的男性班員們人人都是班內的好幫手，班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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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家政班 簡介 

一送一的概念，不論是在召開班會或是在社區中進

行服務，都讓班務運作上更加順利。班員利用班會

及幹部訓練時所學習到的營養衛生知識、手工藝技

巧，擔任五龍國小藍染志工，並擴大應用在社區關

懷據點共餐服務，每週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晨，更

擔任在地社區的高齡者健身操領操員，帶領在地居

民養成持續運動的健康習慣，儘管班員並不是每一

位都是專業的老師，但是對高齡者們所付出的「用

心陪伴」最是重要。 

和美鎮農會 四張里家政班 和美鎮農會四張里家政班是由一群熱愛表演與舞蹈

的班員組成，經常受邀於農會活動中表演、帶動熱

鬧氛圍，扮演活動的靈魂角色，然而，舞而優則演

的班員們成立愛家劇場，在舞蹈表演裡融入說故事、

演故事喬段，將人生百態搬上舞臺，小故事大啟發，

讓人心轉變走向陽光；此外，在拼布創作上發掘興

趣，由班員的創意自創作品，設計出稻田意象手提

包、禾字包、零錢包等稻田意象產品，並延伸製作

表演團隊具在地特色的稻田意象服裝，在「舞藝」、

「演藝」及「巧藝」上展現出獨有特色。班員助己

也助人，協助綠色照顧站高齡班課程及書院和美農

遊館農產品行銷，帶領愛家劇場「社區關懷服務列

車」巡迴展演，並經常協助農會在地農特產品展售

會活動，成效卓著。 

東港鎮農會 下廍里家政班 東港鎮農會下廍里家政班已成立滿 32 年，現有班

員 38 人，每年辦理知識成長與多元創新的學習課

程，以充實知能、培育第二專長。班員積極考取相

關證照，將所學回饋家庭並積極協助各項工作及樂

齡課程的活動帶領、供送餐服務、居家健康訪視等，

更擔任環保志工定期打掃社區環境及資源回收，以

友善環境美化家園。為維護家園及農務安全，主動

集結在地人力，包括產銷班員與青年農民等一同組

成守望相助隊輪值巡守，至今已連續十年榮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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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家政班 簡介 

國治安標竿社區」；此外，對於在地文化、傳統技藝

傳承及農業推廣更是不遺餘力，以傳承為出發點，

保存傳統技藝「跳鼓陣」與「弄獅」等舞蹈，並鼓

勵長者參與，將勇敢追夢的不老精神傳承，以落實

在地健康老化之願景，共同營造「健康、活力、新

生命」的幸福農村。 

烏日區農會 志聯家政班 烏日區農會志聯家政班已成立滿 10 年，現有班員

51 人，設立的宗旨為「以服務社區高齡班為目

標！」。成立之初是經由農會從各家政班中遴選 35

位學有專精的班員進行培育，建立志工老師體系，

開始輔導高齡班的運作。本班班員皆為經過志願服

務相關訓練的農業志工，推動「在地老化」、「健康

老化」、「快樂老化」高齡友善環境，促進長者健康

延緩失能，以行動互助的方式組織高齡班 11 班、

385位長者，每年服務人數約 18,000人次，志工運

用單位評鑑每年皆為特優單位，並獲地方主管機關

頒發績優志願服務團隊獎；此外，也經常協助農會

推動食農教育，包括水稻農業體驗、稻米食農教育

產業文化節、蘿蔔產業文化節，行銷在地農業。班

員抱持著知足、感恩、歡喜做的理念，串起高齡幸

福心。 

草屯鎮農會 碧洲家政班 草屯鎮農會碧洲家政班以碧洲里古名成立「溝仔墘

多元米食巧手班」，由班員運用料理專長傳授烹飪技

巧，包括當地的傳統食物和料理方式，保存並傳承

農村道地美食文化，且吸引在地子女對家鄉文化認

同與珍惜、加值在地農產品，還透過伴手禮推廣與

義賣，為在地農民提供了新的銷售管道。面對農村

高齡化現況，家政班辦理家庭照顧的培訓，提供相

關專業知識與技能，協助農村家庭照顧年長的家庭

成員，也使高齡者在家庭中獲得適當的關懷，並於

110 年成為農會綠色照顧站的外展站點。藉由相關

培訓與活動發掘更多家政班員專長，讓班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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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家政班 簡介 

發展專長的舞臺，得以結合當地資源和文化，推動

不同領域的活動，有助於活化農村社區並傳承當地

的文化和食物傳統，讓在地社區獲得更多的多元共

享。 

彰化市農會 台鳳里家政班 彰化市農會台鳳里家政班已成立滿 31 年，現有班

員 55人，由一群有活力、有朝氣的成員組成，班會

運作由班員輪值，依其專長分享、討論，內容精采

多元且教學相長。多位班員擔任講師，教學經驗豐

富，支援農會綠色照顧站、社區關懷據點等，並以

好手藝協助農會、社區製作活動餐點，積極投入志

願服務，參與愛心義賣與公益活動，並擔任食農教

育課程講師。家政班也扮演在地產業的推手，運用

在地特色及結合現有資源，自創品牌「台鳳ㄝ皂」，

每年採用在地青年農民所生產之格外品約 500斤，

可減少食材浪費、降低成本並增加收益；此外，也

開發咖啡創意料理，於社群媒體協助銷售，協助產

業發展。透過班員培訓成果的回饋，能讓民眾品嚐

在地好滋味、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增加班員與農友

收入，創造三贏。 

霧峰區農會 舊正里家政班 霧峰區農會舊正里家政班，協助農會秉持「服務、

互助、自助」之理念，協助推動在地產業發展，在

班組織運作下，也落實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提供

班員終生學習機會、吸收新知。家政班推動方向包

括生態漫遊教育、推廣在地特色與食材研發、家政

班間交流分享及區內外居民互動等，並由班員與社

區共同打造生態園區、療癒身心靈，發展永續農業。

由班員間協力合作，以在地新鮮食材，研發創意風

味餐，將生態飲食與社區特色鏈結並結合觀光，賦

予小而美的農村社區更多采多姿的價值。班員也持

續協助高齡者健康老化，同時關懷身處異鄉的新住

民朋友，讓家政班成為他們溫暖的依靠，猶如第二

的故鄉。家政班歷年成果致力於推廣農業的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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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家政班 簡介 

展，為農村社區增添色彩，共同一起實現永續農業

發展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