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拔
蘿
蔔
，
拔

蘿
蔔
，
嘿
呦

嘿
呦
拔
蘿
蔔
，

嘿
呦
嘿
呦
拔
不

動
，
老
太
婆

快
快
來
，
快

來
幫
我
們
拔

蘿
蔔
。
」
三

芝
蕃
婆
林
休

閒
農
場
鄭
志

偉
笑
著
說
拔

蘿
蔔
其
實
很

簡
單
，
「
不
用

工
具
，
抓
著
蘿

蔔
葉
稍
微
用
力
一

下
，
熟
成
的
蘿
蔔
就

立
刻
出
土
，
就
連
小
朋

友
也
能
輕
易
上
手
。
」

「
蕃
婆
林
」
是
三
芝
清
代
舊
地
名
，
農
場
現
由
鄭
重

修
和
鄭
志
偉
父
子
一
起
經
營
，
過
往
種
植
稻
米
、

茶
葉
，
幾
經
轉
折
，
目
前
主
要
作
物
為
蘿
蔔
、

地
瓜
、
茭
白
筍
，
採
收
後
空
檔
期
間
則
種
植

玉
米
、
高
麗
菜
、
四
季
豆
等
。
這
些
作
物
都

成
了
食
農
教
育
的
體
驗
素
材
。

拔
蘿
蔔
深
受
學
童
歡
迎

鄭
志
偉
表
示
，
蘿
蔔
雖
然
好
拔
，
但
並
不
是

那
麼
容
易
種
，
「
種
植
蘿
蔔
前
要
先
整
地
，
沒

認
真
鬆
土
的
話
，
蘿
蔔
會
因
土
壤
太
硬
而
長
得

歪
七
扭
八
，
甚
至
長
不
大
。
」
但
因
為
農
場
有

食
農
教
育
活
動
，
增
加
了
種
植
蘿
蔔
的
面
積
。

鄭
志
偉
說
，
每
一
次
體
驗
來
個
兩
、
三
百
人
，

每
個
人
拔
兩
條
蘿
蔔
，
就
差
不
多
兩
百
公
斤
，

不
增
加
種
植
面
積
就
不
夠
拔
了
。

由
於
容
易
上
手
，
拔
蘿
蔔
也
成
為
農
場
最
受

學
童
歡
迎
的
食
農
教
育
活
動
。
採
收
的
蘿
蔔
，

除
了
切
塊
煮
成
蘿
蔔
湯
享
用
，
也
教
導
學
童

醃
製
蘿
蔔
乾
。

透
過
農
作
認
識
餐
桌
食
物

二
十
多
年
前
轉
型
為
休
閒
農
場
時
，
蕃
婆
林

農
場
就
開
放
給
大
眾
進
行
農
作
體
驗
，
第
二
代

的
鄭
志
偉
說
：
「
當
時
沒
有
食
農
教
育
的
名

稱
，
更
沒
有
《
食
農
教
育
法
》
，
但
父
親
已
經

帶
著
遊
客
挖
地
瓜
、
搓
湯
圓
、
煮
地
瓜
湯
。
」

目
前
農
場
也
配
合
學
校
時
間
，
依
照
季
節
規
畫
農
作
體

驗
，
包
括
夏
季
採
甘
藷
、
秋
季
收
茭
白
筍
，
冬
天
則
是
拔

蘿
蔔
。

鄭
志
偉
指
出
，
很
多
孩
童
原
本
不
知
道
蘿
蔔
生
長
在
土

裡
，
甚
至
不
吃
蘿
蔔
；
透
過
食
農
教
育
，
參
與
拔
蘿
蔔

後
，
許
多
學
童
開
始
願
意
吃
蘿
蔔
。
「
不
只
蘿
蔔
，
小
朋

友
喜
歡
吃
地
瓜
球
、
地
瓜
薯
條
，
卻
不
知
道
地
瓜
長
什
麼

模
樣
？
如
何
種
？
也
是
經
過
農
作

體
驗
後
，
才
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
正
因
為
回
響
很

大
，
鄭
志
偉
將
規
畫

更
有
趣
、
更
多
元
的

食
農
教
育
體
驗
，

讓
更
多
學
童
認
識

餐
桌
上
的
食
物
。

展食力展食力
種下希望種下希望

回農回農
青年青年

位
在
新
北
市
石
門
區
的

出
磺
口
農
場
，
擁
有

景
觀
美
麗
的
百
年
水
梯

田
，
農
場
主
人
陳
國
志
本

著
友
善
環
境
的
理
念
，
除

了
復
耕
水
梯
田
、
恢
復
農

場
原
生
生
態
系
外
，
也
將

農
場
打
造
為
食
農
與
生
態

教
育
場
域
。

走
在
梯
田
上
，
陳
國
志
女

兒
、
也
是
二
代
青
農
陳
韻
竹

說
：
「
農
場
裡
有
些
田
只
放
水
不
耕

作
，
是
因
為
與
臺
灣
原
生
魚
類
保
育
協
會
合
作
，
將
農
田
無
償
做
為

原
生
物
種
的
復
育
基
地
。
」
農
場
與
協
會
合
作
多
年
，
不
僅
復
育
原

生
魚
，
還
有
圓
田
螺
等
保
育
物
種
，
希
望
可
以
透
過
友
善
大
地
，
將

更
多
豐
富
的
生
態
找
回
來
，
讓
環
境
變
得
愈
來
愈
好
。

 

異
業
結
合
引
流
不
同
客
群

主
修
品
牌
行
銷
的
陳
韻
竹
，
從
小
就
不
喜
歡
被
世
俗
框
架

限
制
，
再
加
上
父
親
年
紀
漸
長
，
於
是
決
定
從
農
。
一
開
始

父
親
陳
國
志
無
法
接
受
女
兒
轉
業
，
陳
韻
竹
於
是
實
際
下

田
，
「
背
著
割
草
機
割
草
，
割
到
手
會
抖
！
吃
飯
碗
拿
不
起

來
，
筷
子
一
直
抖
！
」
她
笑
說
父
親
看
她
肯
吃
苦
，
終
於
同
意
，

她
也
成
為
石
門
區
最
年
輕
的
女
青
農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陳
國

志
曾
獲
得
農
委
會
舉
辦
的
「
第
一
屆
農
村
領
航
獎
」
， 

父
女

先
後
回
鄉
，
也
是
一
種
「
傳
承
」
。

在
父
親
領
航
下
，
陳
韻
竹
將
農
作
體
驗
與
生
態
、
藝
術
教

育
等
活
動
結
合
，
帶
給
遊
客
不
一
樣
的
農
村
體
驗
。
例
如
：

異
業
結
合
攀
樹
團
體
，
在
農
場
制
高
點
設
置
攀
樹
基
地
，
可

三
六
〇
度
俯
視
百
年
梯
田
，
也
舉
辦
食
農
聖
誕
派
對
、
讓
遊

客
在
樹
上
吊
掛
許
願
牌
，
並
在
阿
嬤
家
的
古
厝
享
用
在
地
食
材

烹
調
的
聖
誕
大
餐
。

過
去
因
人
手
不
足
，
農
場
只
能
接
待
團
體
遊
客
，
但
團
客

大
多
是
被
動
性
來
訪
，
散
客
則
是
自
主
前
來
農
場
，
「
他
們

非
常
用
心
體
驗
農
場
的
活
動
，
也
會
寫
心
得
發
布
在
社
群
媒

體
上
，
網
路
分
享
的
效
益
遠
超
過
農
場
官
網
上
的
宣
傳
。
」

因
此
，
她
透
過
數
位
表
單
將
散
客
聚
散
成
團
，
讓
有
興
趣
的

民
眾
，
即
使
只
有
一
、
兩
人
，
也
能
參
與
活
動
。

農
家
文
化
延
續
食
農
教
育

陳
韻
竹
非
常
重
視
人
與
土
地
連
結
的
情
感
，
遊
客
來

到
農
場
體
驗
插
秧
、
割
稻
後
，
再
品
嘗
農
場
種
的
越
光

米
，
會
覺
得
格
外
好
吃
。
農
場
與
臺
北
市
幼
兒
園
合
作
，

學
校
師
生
每
年
都
來
體
驗
插
秧
、
割
稻
活
動
。
割
稻
季

節
適
逢
畢
業
季
，
活
動
後
農
場
會
把
稻
米
曬
乾
、
包
裝
，

再
送
到
學
校
，
成
為
學
童
的
畢
業
禮
物
。
「
小
朋
友
對

這
包
米
是
有
情
感
的
，
很
多
小
朋
友
會
很
驕
傲
跟
家
人

說
：
這
包
米
是
我
種
的
。
」
陳
韻
竹
希
望
百
年
梯
田
的

風
光
，
透
過
無
毒
食
蔬
的
種
植
與
大
眾
分
享
。

寧
靜
海
香
草
園
位
在
金
山
區
，
農
場
主
人

王
御
庭
原
本
從
事
製
鞋
業
，
後
因
產
業

沒
落
，
十
一
年
前
他
從
農
業
門
外
漢
投
入
有

機
農
業
，
先
是
在
臺
北
市
北
投
嘗
試
種
植
香

草
，
試
種
成
功
後
，
改
於
金
山
跳
石
海
岸
開

闢
香
草
園
。
王
御
庭
說
：
「
選
擇
種
植
香
草
，

除
了
香
草
的
獨
特
香
氣
外
，
也
因
為
香
草
應

用
層
面
廣
，
可
用
在
食
物
料
理
，
也
可
製
作

香
氛
產
品
。
」
後
因
母
親
離
世
，
為
平
復
喪

母
悲
痛
，
將
香
草
園
命
名
為
「
寧
靜
海
」
。

改
造
土
壤
友
善
環
境

跳
石
海
岸
環
境
嚴
苛
，
除
了
鹽
分
高
，
還

會
受
到
海
風
侵
襲
。
王
御
庭
架
起
細
紗
網
擋

風
，
收
效
不
大
，
後
來
接
受
在
地
老
農
建
議
，

不
修
剪
面
海
的
雜
草
，
任
其
長
高
長
旺
，
形

成
自
然
屏
障
保
護
香
草
。
後
來
出
現
蟲
害
問

題
，
「
附
近
有
小
農
種
菜
，
大
多
使
用
慣
行

農
法
，
結
果
他
們
沒
有
蟲
害
，
反
而
寧
靜
海

成
為
蟲
類
吃
到
飽
的
自
助
餐
。
」
因
為
香
草

園
採
行
有
機
種
植
，
鳥
、
螳
螂
、
青
蛙
等

掠
食
性
生
物
逐
漸
出
現
，
害
蟲
就

減
少
很
多
。
王
御
庭
因
此
了
解

到
，
只
要
友
善
土
地
，
大
自

然
是
有
自
癒
能
力
的
。

香

草

園

種

有

迷

迭

香
、
百
里
香
、
薰
衣
草
、

甜
菊
、
墨
西
哥
龍
艾

等
，
採
收
後
製
作
成
調

味
料
、
茶
飲
。
因
為
愛

吃
芋
頭
，
王
御
庭
也
以

有
機
農
法
成
功
復
耕
跳

石
芋
頭
，
收
穫
的
芋
頭
，

供
不
應
求
。

創
意
推
廣
食
農
教
育

因
為
香
草
市
場
小
眾
，
目

前
園
區
逐
漸
轉
型
成
食
農
教

育
場
域
，
以
多
元
方
式
引
導

遊
客
認
識
香
草
，
如
以
嗅
覺

感
受
香
草
的
芬
芳
，
用
觸
覺

搓
揉
體
會
香
草
的
含
油
量
，

帶
領
遊
客
手
作
香
氛
產
品
，

將
香
草
用
在
料
理
，
煮
甜
湯
、

烤
披
薩
。

儘
管
工
作
繁
忙
，
王
御
庭
仍
會
抽
出
時
間

推
廣
有
機
農
法
，
指
導
學
生
下
田
種
植
，
體

驗
、
學
習
農
耕
技
術
。
他
說
：
「
當
初
投
入

有
機
農
業
，
是
因
為
食
安
問
題
。
實
際
做
了

才
發
現
，
有
機
農
業
能
改
善
環
境
生
態
。
」

因
此
不
會
停
下
食
農
教
育
的
腳
步
，
歡
迎
大

眾
來
到
寧
靜
海
，
從
園
區
的
豐
富
生
態
，
了

解
有
機
農
業
對
環
境
的
友
善
。

金山區寧靜海香草園

從零開始 堅持有機

石
門
區
出
磺
口
農
場

五
感
體
驗 

重
現
梯
田

生
態
魅
力

▲

�農場設置攀樹基地，學童登高望
遠，一覽水梯田百年風光。（出磺
口農場提供）

▲�

王
御
庭
手
把
手
帶
領
學
童
認
識
農
場
裡
的
作
物
。�

（
寧
靜
海
香
草
園
提
供
）

▲

�

小
朋
友
體
驗
動

手
拔
蘿
蔔
的
樂

趣
。
（
新
北
市
農

業
局
提
供
）

▲�

農
場
主
人
鄭
重
修
與

兒
子
一
起
負
責
農
場

作
物
的
種
植
。

文／張錦德

圖／李東陽、出磺口農場、寧靜海香草園、蕃婆林休閒農場、新北市農業局提供

二○二二年通過《食農教育法》，北海岸青農配合政府政策，

以食農教育為利器，友善大地，引導大眾以農為師，

與農共好，讓農業與生活更緊密連結。

▲�

學
生
體
驗
下
田
插
秧
，
感
受
農
夫
耕
作
的

辛
苦
。
（
出
磺
口
農
場
提
供
）

三
芝
區
蕃
婆
林
休
閒
農
場

四
季
採
收 

從
產
地
到
餐
桌

▲�

王御庭從零開始投入有
機

香
草
種
植
。

▲
�香
草
園種植香草種類眾多。

▲�

鄭志偉
推廣食農教育，蘿蔔是農場主要作

物

之
一
。

▲�

陳
韻
竹
是
石
門
地
區
最
年
輕

的
女
青
農
。

▲�透過食農教育將香草運用到各類料理。�
（寧靜海香草園提供）

專
題
特
寫

專
題
特
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