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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捍衛在地種子的多樣性之所以重要，由此可見

一斑。 

    目前擔任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理事長的中興大學

董時叡教授則指出，在地種子培育出來的農作物是

最適合在地土壤及氣候的，中部地區在地理空間 

 

 

 

 

 

 

 

 

原本就擁有發展作物多樣性的優勢，如何透過推廣

教育，發展消費與社群的力量，支持在地的農作，

保育在地的種子，正是成立中部食農教育推動聯盟

的宗旨。 

記者會最後，與會的嘉賓共同手持以在地豆類

種子黏製而成的 GMO FREE（非基改）立體字型，

並將其貼上印有「響應國際反孟山都日 捍衛台灣種

子多樣性」主題與中部食農教育推動聯盟的布幅，

呼籲大家共同支持在地豆類，拒絕以孟山都為首的

跨國農企業所推出的基因改造作物，推動台灣在地

豆類的復耕，捍衛台灣種子的多樣性。同時，透過

這場記者會，中部食農教育推動聯盟正式宣告成立。       

- 中食盟發起團體完整名單請參見本會官網 - 

 

- 

2016.6.6 

    島嶼夏日的午後，熱浪逼人。 

    然而在合樸農學市集悉心打造的樹合苑綠建

築內，即便沒有空調，天井投射而下的卻是輕盈的

日光，以樹影與木構為伴，身處其間，絲毫不覺悶

熱。 

   天井下，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產業組長田

嘉惠正為大家介紹部落傳統的一道料理：柴燒熬煮

而成的樹豆排骨湯。樹豆，一種在台灣鮮為人知的

在地豆科植物，強韌易生，可種在貧瘠的土地，無

需農藥化肥；早期原住民族多栽植在部落田邊，採

收後即烹煮食用，不僅美味，而且蛋白質豐富，營

養價值高，能為部落族人補給足夠的體力。  

當天（5 月 26 日）的這場活動，是由本會與近

二十個社團共同發起的中部食農教育推動聯盟（簡

稱中食盟）所召開的「響應國際反孟山都日 捍衛

台灣種子多樣性」記者會，嘉惠帶來的這道樹豆料

理，恰好提醒了我們：應該重新發掘在地豆類，特

別是島嶼本身原即擁有的多樣的豆類種子，以及與

之密切結合的在地飲食文化。守護在地的種子與文

化，正是發起中食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專程南下為中部食農教育推動聯盟加油打氣

的台灣大學農藝學系名譽教授郭華仁老師特別強

調，目前高達 75％的種子市場已經被全球十大種子

公司所壟斷，其中更有 5 家公司（以孟山都為首）

投入種子的基因改造業務。當種子被這些跨國農企

業壟斷，農民、農業以及糧食的自主權都將迅速流 

中食盟正式成立 宣示捍衛台灣種子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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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為免費活動，請事先報名，洽(04)2375-5234、huaf@huf.org.tw。 - 

林元笠  主講 /台南社區大學專任講師 

    訴說為花蓮大同部落點燈的故事，創造人民

自力發電的成功實證！講座也分享實用的家居電

器維修技巧，更從一度電的價格與價值，探討台

灣的能源正義。 

綠 能 講 座 

公民自主發電 的實踐 ─ 為黑 暗部落點燈 

6/24(五) 10:00-12:00  

@本會（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大專生減塑創意生活徵件競賽─成果發表會 

    舉辦競賽，鼓勵全國大學生發揮創意，在生

活中落實減塑。全國共 33 個隊伍報名，本會及其

他環保團體成員，組成之評審團，將評選出數名

隊伍入圍，來自北中南的大學生，於發表會中呈

現精彩點子和心路歷程，角逐前三名及特別獎。 

    邀請您前來聆聽，看他們如何巧妙避用塑膠

用品、看他們如何擴大影響力，看大學生如何擺

脫「一次丟棄式用品製造大宗」的形象！ 

6/29(三) 13:30-16:30  

@地政大樓 7 樓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46 號） 

空 污 研 討 聚 會 

許心欣  主講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執委 

空汙霾害持續威脅中部人健康，進入春夏時

分，竟還是常常出現紫爆情形！當你我理解更多

概念，更能保護自己和全家人的健康，也讓資訊

在社區及校園中流通。 

歡迎加入聚會，在午茶時光中，獲得新知、

資訊及數據，也分享自己對空汙的看法及感受。 

14:00-16:00  

@本會（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7/13(三) 空污遊戲互動 

              8/10(三) 空污影片賞析 



 

 

 
 

 

 

 

 

  

 

 

 

 

 

 

 

 

 

- 活動請事先報名，地點皆在本會(西區三民西路 61號 2樓)，請洽(04)2375-5234。 - 

夏 日 手 作  減 廢 D I Y 

讓減廢減費，體現在生活中，利用自己手做，將廢材及棄

品，巧思製成獨特風格的生活用品！ 

棉麻編織網袋 

鉤針魔法刷 

講師備妥棉麻線材料，用雙手編織出水瓶水壺提袋，取代

塑膠袋；學成後可變化應用，編出自己想要的大小喔！ 

* 7/20(三) 10:00-12:00 

*費用：150 元  *教學：Vicky  /吉玉咖啡工作室創辦人 

造型多變的壓克力刷布，可取代化學染色製成的菜瓜布，

讓清潔事半功倍；請自備 8 號鉤針、壓克力毛線 1 捲。 

* 7/21(四) 10:00-11:30 

*費用：100 元  *教學：葉慈菁  /鉤針編織達人 

塑袋巧變身─童玩鞠球 

氾濫的塑膠袋，造成可觀垃圾量。收集廢棄袋子打包編織後，製成立體的台灣古早味童玩！ 

* 7/22(五) 10:00-12:00 

*費用：100 元  *教學：鍾芳明  /手工藝達人 

舊衣編織提籃 

家中成堆舊棉 T，不知如何處置嗎？課程教作裁剪布條，再編織成置物提籃，一起來試試布

條創作魅力！講師將備妥各色棉布條球，自備 7-10 號鉤針，而剪布刀、切割墊、舊棉 T 則

可自由攜帶。 

* 8/18(四) 10:00-12:00 

*費用：400 元  *教學：Vicky  /吉玉咖啡工作室創辦人 

塑袋巧變身─童玩風車 

塑膠袋先別急著丟，打包編織後，製成立體的台灣古早味童玩！ 

* 8/18(四) 13:30-15:30 

*費用：100 元  *教學：鍾芳明  /手工藝達人 

 每堂限額 20 人，魔法刷

課限額 12 人。 

 親子可參加，唯魔法

刷、網袋與提籃課，對

象限國小 4 年級以上。 

義 賣 品  熱 售 中 

[ 環保廢油皂 ] 家事清潔用（洗碗、洗衣） 

尺寸：長 6 *寬 4 *高 5 公分 

售價：一般皂 15 元、香茅皂 20 元 
 

[ 空品四色旗 ] 教學或擺設用（家庭、店家） 

尺寸：旗長 17 *寬 11、旗桿長 30、底座直徑 6 公分 

售價：250 元（4 旗、1 桿、1 底座） 

可至本會親購，或 MAIL訂購（註明姓名、電話、數量、地址）。 



 

 

 

 
 

  能源與生活息息相關 

  節能減碳更是當代追求的趨勢 

  省電即是省荷包 

  透過有趣且生活化的課程內容 

  學習實用的做法 

  迎戰炎炎夏日吧！ 

 

 

 

 

 

 

 

 
 
 
 

 

【捐款資訊】 

 郵政劃撥：帳號/21404287、戶名/主婦聯盟台中分事務所 

 ATM 轉帳：（郵局 700）0021208 0623082，轉帳後來電或 mail 告知。 

 信用卡捐款：下載台中分會捐款授權書（http://goo.gl/esGXev），填妥傳真至(04)2375-5231。 

本報由農作樹造紙和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  

 

- 請事先報名，可洽(04)2375-5234、huaf@huf.org.tw。 - 

「 自 己 的 電 自 己 省 」 工 作 坊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內容 

7/9 

(六) 

13:00 

-14:55 
節電放大鏡 

黃炯 

/能源科技領域教師 

 基本電學原理與用電安全 

 電器耗電比較 

15:05 

-17:00 
節能綠生活 

林朝陽 

/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節能行動一點靈 

 家具電器健檢 

7/10 

(日) 

13:00 

-14:55 
家住綠能屋 

謝孟霖 

/國家建築金獎環保節能

獎得主 

 空間環境的氣溫調節 

 家屋節能改善方針（對流、

日照、溫濕度、綠電） 

15:05 

-17:00 
居家節電 DIY 

黃建誠 

/能源設備規劃專家、《省

水、電、瓦斯 50%大作戰》

作者 

 讀懂你家電費帳單 

 節電&省荷包妙方 

 
 

 地點：主婦聯盟台中分會（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共 4 堂課程，完全免費，須繳保證金 500 元，全程參與後即退回。 

 報名後，ATM 轉帳至郵局(700) 0021208-0623082；繳費後 mail 或來電，

告知繳費日期及後五碼資訊。 

支 持 綠 色 行 動  加 入 成 為 主 婦 之 友 

支持我們持續投入校園午餐、非基改、空氣汙染、能源政策、土地守護等議題，歡迎每月 100

元以上小額捐款；或年捐 1200 元以上，成為年度主婦之友；捐款 1 萬元即為永久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