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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推動歷程

✓法規制度建立

✓農村再生條例及6項子法規

✓金牌農村競賽
✓農村體驗與里山農村
✓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校園共創與青年回留農村
✓跨域產業及區域亮點計畫

✓ 區域產業
✓ 農村好物
✓ 生態保育

✓青年回鄉
✓窳陋空間改善
✓農村微型工藝
✓產業跨域合作計畫

✓ 培根計畫

✓ 農村再生計畫

✓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 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99年

100-102年

103-104年 104-105年

106年-109年 (農再2.0)

活力

健康

幸福

希望農村
110年-111年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
✓友善農村
✓2040淨零排放
✓地方創生

✓魅力農店
✓食農教育
✓零飢餓

✓ 農村領航獎
✓ 區域景觀軸線
✓ 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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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現代化農村發展需求，以及國內、外自然與社經環境變化，亟需重新檢視農

村現況與課題，透過組織格局及制定新施政法源，超前部屬擘劃全國農漁村發展

藍圖，奠定更長遠戰略基礎，實現城鄉均衡共好局勢，成就臺灣當代農村價值。

建立新政策與制度

推向新發展典範

政策拓展

計畫通盤檢討、簡化

主導農村規劃、審議及發展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成立

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

112年8月1日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組織架構圖（112.05.16版)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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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願景

◆推動整體治山防災，保育國土建立永續環境
◆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確保國土安全
◆集水區不安定土砂全面性監測，強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因應氣候變遷挑戰，集水區坡地治理管理監測三管齊下

促進農村地區活化及整體規劃建構永續發展新農村

打造韌性安全的坡地環境

◆制定農村發展相關法令，研訂農村政策白皮書，強化農村整體規劃
◆農村景觀風貌營造，加強農村公共建設，提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
◆ 培育農村全齡人力，創新發展農村休閒與多元產業

農村整體規劃與環境整備，打造永續發展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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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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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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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村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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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計畫

農村社區
自主報名

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執
行
部
門
計
畫

◼產業活化
◼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
◼生態保育
◼文化保存與活用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培訓課程
⚫觀摩研習
⚫小型計畫
補助

•農委會
•產業單位
•各部會
•地方政府
•私部門

跨
域
合
作
平
台

專案計畫
◼農產業跨域區亮計畫
◼農社企農村好物計畫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
◼青年回留農村計畫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優遊農村體驗加值計畫

僱工購料 發包工程

農村再生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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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112年9月

培
根
計
畫

全國約有4,271個農
村社區，培根訓練計
畫共2,731社區。

目前共有1027個社區核定
農村再生計畫。

農
再
計
畫

全國農村再生統計

※ 投入資源社區數：2674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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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核心組織

農村規劃組 農村建設組

產業發展及休閒組

農村
永續發展

休閒農業政策、輔導與管理
農村及休閒人力培育
農村及休閒產業創新

回饋需求

宜居

生活品質

全齡宜居友善環境營造
基礎生產環境改善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
農村文化保存

社區產業經營輔導
縣市農村再生計畫

農村發展總體規劃
農地變更及農業設施容許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

資源整合
跨域合作

夥伴關係

◼ 對接國土計畫，計畫引導空
間規劃及發展，法規調適、
建構靭性農村。

◼ 以人才的基底培育及休閒產
業整體輔導促進農村產業永
續發展為核心

◼ 導入美學設計，形塑優質景
觀風貌，建構宜居宜業宜遊
之友善農村。

◼ 跨域合作，深化夥伴關係，
整合資源加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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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部會資源並對接國土計畫、計畫引導農村各面向發展。
➢ 農村美學與景觀風貌營造、全齡友善打造韌性農村。
➢ 土地與建築物活化利用、完備公共設施。
➢ 農村與周邊自然、農地、動植物和諧共存環境。
➢ 創造留村條件，滿足宜居、宜業、宜遊及高齡照顧等機能。

農村整體規劃與環境機能整備

縣市

縣市

縣市

農村永續發展願景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

休閒農業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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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村永續發展重點措施

推動農村
永續發展

✓公私協力建置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與農村送暖措施
✓宜居農村友善空間、閒置空間活化
✓臺灣里山農村營造

✓農村社區企業、農村好物輔導與行銷
✓農村好店輔導計畫
✓基礎生產環境改善
✓休閒農場輔導
✓青年創新創業輔導

✓ 農遊全齡化環境改善
✓ 承載農村文化技藝
✓ 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

農業部政策
人力培育
公私協力

法規修訂
計畫體系

增進農民福祉

健全基礎環境

提升
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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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農村再生
總體計畫

農村再生計畫

農村再生施政方針

(全國)農村再生
總體發展計畫

農村再生發展區
計畫

縣

推動農村地區總體規劃--計畫體系

農村再生施政方針

農村再生總體計畫

農村再生計畫

現行機制 @發展方向

農地政策
白皮書

(縣市)農地利用
綜合規劃

(鄉鎮)農地利用
綜合規劃

農業經營專區/
集團產區計畫

國土計畫法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白皮書

縣市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細部空間規劃)

農發條例 農再條例



農村
發展地區

•農產業輔導

•農水路改善

農村

重要農業生產區

推動農村地區總體規劃--規劃構想

農綜盤點與區位規劃

農地利用綜合
規劃--盤點及
指認重要農產
業發展區位

農村再生總體發展
計畫--指認重要農
村發展地區

農村.農業施政資源規劃

以農村發展為主軸，整
合農業及農村施政資源

農村施政資源：環境改善、建物
活化、人力培育、社區關懷

與國土利用與管制機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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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4

農4擴大

• 推動農村再生發展區，
依據生產及生活需求，
適度擴大農4範圍

• 提供設置區域農業發
展所需之農業設施，
如冷鏈物流及水源涵
養設施

可運用各類土地
管制工具：

• 與農村再生發
展區規劃結合，
進行國土功能
分區之檢討

• 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視情增
加農業或農村
發展所需土地
使用類型

• 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之推動

• 農村社區更新
活化

農1.農2.農3

休閒農業區



13

重劃前 重劃後(109年完工)

重劃前(101年先規) 重劃後(109年完工)

工程內容：

（一）污水工程：污水處理廠。

（二）綠美化工程：綠地及公園。

（三）道路工程：道路及側溝。

1.道路面寬10公尺：1條，長度約244公尺。

2.道路面寬8公尺：9條，長度約1,540公尺。

3.道路面寬7公尺：1條，長度約85公尺。

4.道路面寬6公尺：2條，長度約224公尺。

5.道路側溝，長度約3,186公尺。

（四）排水工程：排水溝、箱涵及滯洪池。

（五）照明工程：路燈48盞及景觀路燈24盞。

宜蘭縣員山鄉阿蘭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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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村活化發展構想

滿足工作、居住、休閒、購物、
高齡照顧等機能。

引導周邊農舍興建、農業設施
集中設置。

住宿餐飲服務支援，打造農村
體驗套裝行程。

農塘

造林

閒置土地造林綠化、設置綠能，
達成淨零轉型願景。

現況盤點、規劃需求、社區意願 +土地與建物活化、農村更新

污水處理設施

打造低碳生活圈可及性。

背包客棧

二地居住所

青創基地

農社企辦公

公民電廠

無人自助商店

綠色照顧站

藝術工作站

農作產銷空間

農舍• 老街再造，老巷新生，巷弄美學

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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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法規命令

農村再生條例

農村再生條例細則

農村發展法(或農村
基本法)

補強農再計畫體系、銜接國土計畫

組織改造新格局、農村再生任務升
級、突破現有法規窒礙難行之處

銜接國土計畫

農村社區個別宅院整建補
助辦法

配合土地與建築物活化利
用政策轉型

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審核
及管理監督辦法

配合農村地區整體規劃政
策轉型、銜接國土計畫

◆ 配合農村發展政策，修正農村相關法令 ◆ 配合農地政策，檢討現行農地利用與管理法令及
研商未來國土規劃與管制規定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審查作業要點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1.涉及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管理事項

2.其他功能分區涉及農地及農村之管制事項

內政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

農再條例及相關法規修正

農用證明、容許使用等農地管理辦法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16

培育農村全齡人力
體驗學習
向下紮根

厚植農村
發展人才

綠色照顧
文化傳承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社會青年 社區幹部 經營業者 農村長者

洄游農stay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青年回鄉行動
獎勵計畫

農村再生
培根與增能

青年回留農村
創新計畫

大專院校農村實踐
共創計畫

綠療育休閒農業學院

農村社區產業
經營輔導計畫

✓ 訂定年度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目標導向培育人力
✓ 健全線上學習及學習歷程系統，即時學習零距離

農村好店輔導
宜居農村友善
空間改善輔導

綠陪伴

補助相關單位或地方政府辦理

本署及各分署自(委)辦執行

培
根
計
畫

年
度
農
村
再
生

培根課程(四階段)

增能課程

自辦(委辦)

補助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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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漁村能源自主獎勵計畫
公私協力建置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

增加誘因，加速投入
目前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多為個體發展案例，
農村社區較難凝聚共識、共同參與。

引導多元綠電營運模式
農漁村綠能設置多為出租屋頂設置綠能之商業
模式，尚缺乏引導民眾自主投資，綠電收入協
助農村或農業之永續發展模式。

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
推動指南

關鍵課題與對策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能源自主意識

2040年2022年

加速獎勵機制

2024年

公眾參與推動策略與示範場域 擴散可複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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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公私部門資源，促成多元樣態之發展
綠電馬達抽蓄水，確保生態棲地安全飲水免路殺
—南投縣中寮鄉永福社區

用綠能翻轉養鵝產業與農村發展困境
—雲林縣四湖鄉向天歌創新農業公司

活用在地綠色資源，打造低碳永續農村
—苗栗縣公館鄉黃金小鎮

雲林在地青農自主成立綠能合作社
—雲林縣能源永續生產合作社

屋頂型光電/3 kW 屋頂型光電/1.5 MW

小水力發電/20 kW 屋頂型光電/2 MW

✓媒合民間資源協力設置。

✓自用型光電結合抽水系統，

幫助在地生態復育

✓媒合企業ESG

✓光電促成農業轉型與支

持經營

✓回饋在地養鵝產業、農

地復育、產地旅遊及在

地教育

✓輔導申請公部門獎勵及媒合

企業ESG

✓自主成立公民電廠公司

✓發展低碳農產品及套裝遊程，

回饋社區發展、農村長照等

相關應用

✓自主成立綠能合作社

✓光電支持農業經營

✓回饋在地公益活動及食

農教育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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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推動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農村送暖

➢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10年1,000社區
➢ 盤點潛在綠照社區主動輔導，加強查核資源不重疊
➢ 系統化建置基本資料與量化效益
➢ 建立農村綠照員職能基準、綠療育師資庫(351位)

健康

促進

綠飲食
[在地食材]

綠療育
[農業療育]

綠陪伴
[社區關懷]

綠場域
[綠照場域]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166個
補助單位

131農村
供餐服務

119處
共餐菜園

138農村
開設療育課程

79案
家鄉食譜設計

65處
綠場域改善

15萬人次
長者參與綠療育

20萬人次
長者參與綠飲食

高齡者關懷
陪伴價值∞

三芝樂天社區祖孫共學

清水海風社區營養學習

秀水雅溝社區共餐菜園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社區
90歲秀妹阿婆、67歲緞妹阿婆

健全農村善循環．安定農民暖福利



20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基礎資料建立

➢建立綠療育師資資訊351位
➢提出農村綠照員職能基準

➢資源盤點

• 加強稽查與合作，避免資源重疊

• 朝向主動輔導，照顧偏鄉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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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趣味活動

參照國外案例

依農村特色設計活動

藉由活動破冰

引動高齡者參與綠色照顧

食農教育vs認知功能 知識傳遞vs手眼協調 社區產業vs肌耐力訓練

社區產業vs視力訓練方向準確度vs伸展運動團體互動vs手眼協調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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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和美鎮南佃社區

每週一至週五88位

疫後經濟預算-農村送暖

➢擴大供餐

112年5月起同意175個農村社區辦理農

村社區擴大供餐，服務鄰近235個農村，共

計410個農村，至8月底已照顧農村高齡

者與弱勢族群23.39萬人次，年底預計超

過50萬人次受益

➢食材暖暖包

8月份起補助3財團法人配送15個縣市81個

農村社區1,672戶，至8月底已送出

4,911份，預計112年底送出2萬份，約4萬

人次受益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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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農村景觀美學與友善空間規劃
◼ 導入美學設計，以區域性整體規劃設計先行，整合跨單位權責及資源，
指導農村景觀及建築風貌。

◼ 結合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對接國土計畫、解決用地容許困境。
◼ 整合休閒農業區，投入軟硬體建設，形塑區域亮點。
◼ 評估農村景觀工程碳排放，就地取材、新工法減少碳足跡增加碳匯。
◼ 推動宜居農村友善空間，聚焦於農村社區全齡友善環境設施改善。
◼ 持續推動里山倡議，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環境。
◼ 針對親水空間等高風險案件擬定維護管理機制；蒐集農村環境友善設
施案例，引導優良設計提升工程之品質。

宜蘭蘇澳朝陽社區
宜居農村四大構面

宜居
農村

衛生
盥洗

安全
標示

友善
設施

環境
場所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宜居農村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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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排水改善

集水井、護岸、攔水壩

與排水溝等工項為主，

包含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已分析33案例件

農村道路改善

以改善農村道路的路面
處理、邊坡穩定、擋土
牆與護欄等工程為主

已分析91案例件

農村廣場舖面
以改善廣場設施中清修

窳陋空間、空間活化再

利用等相關工程為主

已分析106案例件

農村景觀綠美化

以改善廊道、棧道或觀

景平台等空間活化再利

用相關之工程為主

已分析70案例件

➢ 8月14日納入工程管考系統，112年已納入44案資料

➢ 農村景觀工程碳排放估算共蒐集2020及2021年407案，並分析完成298案

➢ 工程實際碳排放量管控是以碳排放量、經費碳排及設施碳排作為減碳管控計算

評估農村景觀工程碳排放

工程類型
單位經費碳排放量
(ton CO2e/萬元)

農村道路改善 0.3792

農村排水改善 0.4731

農村廣場舖面 0.3536

農村景觀綠美化 0.1831

不分類 0.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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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文化保存 傳統價值傳承與再建構

➢文化保存：調查、解構及紀錄農村傳統技藝。

➢紀錄專書：出版技藝藏村及臺灣農村技藝采風及
影片拍攝，呈現農村工藝之美。

➢存用合一：農村文化紀錄保存、創新活用，傳承
延續新生命！

➢推動農村文化共同輔導平台：結合工藝中心及縣
市政府，共同推動文化保存及創新應用。

傳統技藝文化紀錄-茶壽 日常生活竹材應用於樂器創作-西拉雅族

宜
居

宜
業

本署
及
分署

農村文化共同
輔導平臺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農漁業局處

宜
遊



26

農村社區產業永續發展
◆產業經營企業化：推動農社企輔導，健全企業主體營運能力與永續發展。
◆社區產業品牌化：建立農村好物品牌，以共同品牌行銷推廣，對接CSR及ESG擴大企業採購。

◆產業據點特色化：輔導農村好店，串聯地方特色好店行銷據點，結合食農教育，形塑農村魅力。

◆產業行銷國際化：品牌化行銷，將臺灣農業推向國際，結合農村體驗旅遊吸引國際客。

農社企 農村好物 農村好店
企
業

物
產

據
點

⚫ 106-112年累計輔

導219家農村社

區企業
⚫ 精進生產設備與

技術，創新產品
開發，提升農村
產業競爭力

協助健全企業主體營
運能力與永續發展

在地優質農特產
整體品牌行銷推廣

⚫ 農村好物選拔邁
入第9屆，遴選出

343項產品

⚫ 推動標章授權制
度，多元行銷農
村好物，活絡農
村社區經濟

建立與串聯地方特
色好店行銷據點

⚫ 111-112年輔導

76間農村好店

⚫ 提供店面設計改造
輔導資源，發展星
級評鑑獎項，建立
好店北、南、東區
域聯盟，農村亮點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219家
輔導農社企

343項
農村好物

350項
上架商品

3.92億元
農社企補助

10.62億元
民間投資

2,912人次
帶動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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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村休閒帶動地方產業

食

宿

遊

購

育

農村休閒與多
元產業

✓ 整合輔導量能帶動農村產業多元發展
✓ 擴大台灣農遊品牌國際交流行銷 •田媽媽

•農村廚房

✓ 餐廳莊園
✓ 特色餐飲

✓ 在地民宿
✓ 飯店旅宿

✓ 體驗場域
✓ 休閒農場

✓ 市集攤商
✓ 農村賣店

✓ 癒育體驗
✓ 食農遊程

•特色農遊
•優遊農村

•軸帶串聯
•跨域合作

•農村好店
•農遊伴手

•農業療育
•食農教育

臺灣

15個國家
45座城市 5h

2h

輔導措施 帶動產業

• 辦理國際農村永續綠色旅遊交流論壇
• 開拓新市場(日韓菲泰越印、穆斯林及修學旅行)
• 國際農遊大使體驗，協助臺灣農遊擴散行銷

連
動
農
村
1
2
3
級
產
業
共
同
發
展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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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永續發展

以農為本的永續發展
在地認同的自信農村

世界舞台的台灣農遊

◼ 產業可自主持續發展的政策規劃、
組織體系與工作網絡

◼ 在地永續農遊輔導以接軌國際

◼ 主題深度化與農遊軸帶魅力化

◼ 實踐食農教育與提升在地認同

◼ 帶動地產地消與促進農村永續

下世代的農村
休閒產業樣貌

發展具食農內涵與商品化的特色體驗服務

01

02

03

04 永續

韌性

區域整合
共好發展

文化帶路價
值提升

場/區內
資源永續管理

環境資源
均衡運用

有效的場域永續
經營管理方針

提升在地
社會與經
濟利益，
並降低負
面衝擊

挖掘文化資源
並將效益發揮
到最大、衝擊
降到最小

創造環境
最大效益
避免產生
負面衝擊

宜
居

宜
業

宜
遊



農再計畫政策擬定

計畫考核與成果聚焦

對應中央與地方政策

經營在地特色

政策宣導
計畫資源整合與分工

農村
水保署

縣市
政府

農村
水保署
各分署

農村
社區

政策與重要計畫
深入輔導

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 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 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 社區農村再生專案管理
及輔導計畫與培根計畫

計畫執行與推動強化區域跨域合作

農再重要政策共識與跨縣市經驗學習
（22縣市政府共識營）

當年度重點工作職能訓練
（縣市政府教育訓練）

協助縣市聚焦農再工作策略及成果展現
（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督導考核與意見交流座談）

地方夥伴關係建立
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

29

宜
業

宜
遊

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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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亮點成果
由下而上鼓勵自主發展 由上而下加值在地特色 協力活化1,027個農村再生社區

以年度執行計畫(僱工、產業、文化及生態面向)

累積社區自辦經驗與量能，協助社區多元發展。
進而透過總合計畫進駐都會熱點，並媒合名廚
協助社區升級餐桌體驗品質，進而擴大客群服
務對象。

以縣政願景盤點轄內農再資源，對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及里山倡議，分年研提總合
計畫，協助地方解決或改善現況問題，並延續
成果呈現於綠色博覽會(全國性主題策展活動)。

農
村
產
業
活
化

城
鄉
交
流
合
作

生
態
與

永
續
發
展

主
題
產
業

與
行
銷
推
廣

紮根區主題產業(咖啡產業)為重點，協助推廣
咖啡產業六級化，串聯地方業者與農友，分年
度目標研提總合計畫協助生產品質、加工加值
及行銷等，逐步建立台灣咖啡莊園認證機制，
推廣臺灣精品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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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期程規劃

112年
縣市初賽

0 1

0 2

0 3

起跑記者會
• 賽制公告(8月30日)

• 6場次官方說明會

初賽結果繳交
• 112年12月22日(五)前

• 依縣市報名數決定提交數

縣市初賽說明會
• 各縣市初賽說明(已協助4縣市)

• 縣市初賽評審

113年
全國決賽

0 1

0 2

0 3

0 4

全國決賽記者會
• 入圍農村介紹

• 決賽評審方式說明

全國決賽初審
• 策展評審、書面及簡報

• 選出前20名進入決審

全國決賽決審
• 現地評審

• 依分數級距選出金、銀、銅獎

頒獎典禮 8月

• 擬請總統授獎

4-6月

3月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VS. 農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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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地整體規劃結合農村社區

鄉規執行工具 農村(業)發展連結

國土功能分區調整
配合農村社區與農產業發展需求

土地使用管制訂定

協調其他部門 公共建設與資源投入

鄉規

社區 公部門

➢ 以農村再生為基礎上開展，補足「由下而上」規劃不足面向。

➢ 擔任平台與整合資源之角色，驅動農村再發展。

1. 「農再先行、鄉規在後」

2. 「農再先行、部會協力」

以此合作模式，多加關注農村
發展，並引導社區參與規劃，
補足農再計畫提案不足面向。

農再資源促進社區三生均衡發
展，尚需部會協力投入大型公
共建設、導入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驅動地方再發展，提高農
村定位與價值。

鄉村地區:工商型、農村型、原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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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探討整合、分工、勾稽連結

推動時程不一

操作空間尺度相異

◼ 各級國土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縣市、鄉鎮級農地利用綜合規劃

◼ 農村再生總體計畫、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農村再生計畫

◼ 縣市/鄉鎮 Vs. 鄉鎮/社區

農綜(縣市尺度) Vs. 鄉規(鄉鎮市區尺度)

鄉規(鄉鎮市區尺度) Vs. 農再(社區尺度)

規劃單位與內容不同
◼ 國土、鄉規、農綜、農再

◼ 縣市政府

(國土、農業單位)

(農地管理、農村再生業務單位)

◼ 農村再生設施Vs. 一般公共設施

規劃標的互補性

1.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2.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3.自用自來水處理及水資
源再利用設施4.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5.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6.
閒置空間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7.人行步道、自行
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簡易平面停車場8.公園、綠地、廣場、運動、文化及
景觀休閒設施9.污水處理、垃圾清理及資源回收設施10.網路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11.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農村再生條例



結 語
農再初始，堅持由下而上的參與
奠定了農村再生的基礎。

農再2.0，活力與熱情付出展現
特色魅力的農村。

下一階段，永續幸福共好的農村
是我們不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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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與您一起打拼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