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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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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農業局加強農產品批發市場、家畜禽屠宰場及梧

棲漁港等權管場所防疫，透過人流管制、環境消毒、預防快篩及疫苗接種等防疫

策略，維護民生經濟，保障市民健康。同時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各項紓困

補貼方案，協助本市農漁民共同度過疫情危機。



◆ 防疫作為-梧棲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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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飲區及熟食區禁止內
用，僅提供外帶。

2. 定時宣導消費民眾全程
佩戴口罩。

3. 港區由環保局每週2次
定期消毒，直銷中心則
由漁會不定期消毒。

4. 人流管制:採實聯制、
單一出入口管制、維持
社交距離及容流人數管
制降載為1,300人。

⚫ 督導臺中區漁會加強魚貨直銷中心防疫:



◆ 防疫作為-梧棲漁港

⚫ 梧棲漁港及高美濕地防疫：

1. 配合海巡署、港務警察總隊巡檢及宣

導，針對未戴口罩者進行舉發，計已

裁罰1人，6人舉發簽辦中。

2. 高美濕地木棧道封閉，巡守員加强周

邊巡檢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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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疫苗接種專案:

1. 盤點梧棲漁港人員進行造冊，共計30

人。7/5開始接種，至7/16共接種28

人，執行率約93%。

2. 梧棲漁港魚貨直銷中心現正進行第一

線工作人員造冊，提供漁業署審核，

作為優先接種對象。

3. 將持續造冊並爭取第三階段疫苗施打。



◆ 防疫作為-家畜禽屠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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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臺中市屠宰場區業者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安全指引」。

2. 落實進出屠宰場區人員人流管制、實

聯制、量體溫、勤消毒、保持社交距

離、佩戴口罩等措施。

3. 彙整屠宰及畜禽廢棄物處理場域第一

線作業人員計1,022位，列入疫苗接

種專案，分批於本市3間醫院進行接

種。



◆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 訂定「臺中市各大批發市場三
級疫情警戒因應措施」。

⚫ 110年5月20日召集各市場進行
防疫兵棋推演，建立防疫SOP。

⚫ 落實人員健康管理及簡訊實聯
制，額溫高於37.5度者，禁止
入場並協助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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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 採取人流管制措施，動線改為單一出入口，人員
維持適當社交距離。

⚫ 加強宣導各項防疫措施，落實相關人員手部衛生。

⚫ 協助市場購置充足防疫物資，強化個人防護裝備，
同時增加市場環境消毒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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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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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批發市場緊急應變小組，研
擬緊急應變措施，並不定期召開
視訊會議，滾動檢討防疫策略。

⚫ 派員至各批發市場稽查，針對未
確實佩戴口罩者，依傳染病防治
法第70條辦理，計已開立勸導單

共34張、舉發單共55張。



◆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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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七大批發市場預防性快篩作業，6月23、24日共計篩檢2,124人，篩檢率92%，
陰性比率100%。



◆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 規劃農產品批發市場與屠宰場、梧棲漁港、北農運輸業者疫苗接種專案:

1. 針對權管場所第一線工作人員進行造冊，包含批發市場、屠宰場及梧棲漁港等人員在內

共計3,182人。
七大批發市場與屠宰場、梧棲漁港、北農運輸業者疫苗接種專案

管制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畜牧處 漁業署

市場
臺中果菜
市場

臺中花
卉市場

東勢果菜
市場

豐原果菜
市場

北農
運輸

臺中肉
品市場

大安肉
品市場

屠宰場
臺中
魚市場

梧棲漁港
拍賣市場

合計

人數 456 258 100 216 182 233 215 1,022 470 30 3,182 

接種地點
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

院

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

院

衛生福利
部豐原醫

院

衛生福利
部豐原醫

院

西屯區
快打站

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

院

光田綜
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童綜合梧棲醫院
大里仁愛醫院

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

院

童綜合梧
棲醫院

備註：
1.疫苗接種日期：110年7月5日~7月16日。
2.接種人員：批發市場包含員工、承銷人及零批商，屠宰場包含業主及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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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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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苗接種專案規劃施打期程自7/5至7/16，統計
至7/16止，包含屠宰場、梧棲漁港及北農運輸
人員在內，登記在冊3,182人，實際接種2,935
人，執行率約92%。

3. 將持續造冊並爭取第三階段疫苗施打。



◆ 因應三級延長管制-微解封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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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農民生活現金補貼，毋須臨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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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場
營運資金
補貼

•對象：
1.農民健康保
險或農民職業
災害保險被保
險人。
2.參加中央農
糧政策農民、
青年農民及實
際耕作者。

•自110年6
月4日起發放。

補貼基準:

補貼每位農民1萬元。

辦理情形

• 合格撥款人數
為88,841人。

• 補貼金額合計
8億8,841萬元
整。



◆ 紓困補貼措施-漁民生活現金補貼

⚫實際從事漁業工作之漁民生活補貼

每人1萬元。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之漁會甲類

會員，未請領農委會或其他機關紓

困方案之現金救助，每人每月1萬元，

一次發放3萬元。

(109年已領取的漁民不用再申請，直

接匯入戶頭，109年未申請或新入會者，

向所轄漁會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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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利息補貼及本金展延

休閒農場
營運資金
補貼

•對象：
申請專案農貸
的農民或農企
業。

•受理期間
舊貸案件免申
請，新貸案件
於110年12月31
日前提出申請。

貸款利息補貼措施:
舊貸案件=>自動免息至110年12月31日。

新貸案件=>申請免息至111年6月30日。

＊利息補貼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

辦理情形

• 輔導22家區農
會信用部辦理
專案農貸案件
利息免息措施。

• 申請本金寬緩
及展延措施案
件共 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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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漁業貸款利息補貼

⚫漁業貸款利息補貼：

漁船主、漁會甲類會員、養殖漁民、漁

民團體及農企業，110年6月3日尚有貸款

餘額之舊案件，補貼110年6月3日至110

年12月31日止；110年6月3日至110年12

月31日申請之新貸案件，補貼至111年6

月30日止，本區漁會無信用部，申請漁

民洽戶籍所在地農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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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COVID-19疫情造成全國用花需求量

大減，已函請農糧署針對國產花卉供應

人進入批發市場繳交之管理費補貼。

⚫ 協助提送及執行中央核定之防疫資材補

貼計畫(合計補助64萬元)，減少市場因

疫情衍生之額外支出，並確保口罩、酒

精、消毒設備及臨時人力等防疫需求物

資皆充足無虞。

⚫ 刻正簽辦轄下七大批發市場使用費減收

方案，以減輕市場營運壓力並回饋場內

交易雙方。

◆ 紓困補貼措施-農產品批發市場紓困方案



◆ 紓困補貼措施-休閒農場營運資金補貼

休閒農場
營運資金
補貼

•對象：
取得許可登記
且營業中的休
場。

•受理期間
至110年7月15
日截止。

補貼基準:

補貼三個月營運資金，
每家每月額度依面積級
距計算。

辦理情形

• 本市休閒農場
具有申請資格
有31家。

• 目前提出申請
計有25家，補
貼金額合計
519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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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田媽媽班營運資金補貼

休閒農場
營運資金
補貼

•對象：
農委會輔導在
案且無申請停
業情形之田媽
媽班餐廳。

•受理期間
自110年6月3
日至6月30日

補貼基準:

每班每月補貼2萬元營運
資金，補貼3個月，補貼
每班6萬元。

辦理情形

• 本市田媽媽餐
廳共14家。

• 目前提出申請，
審查符合規定
計有12家，補
貼金額合計72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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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娛樂漁業現金補貼

⚫娛樂漁業紓困補貼：

領有有效娛樂漁業執照之漁業人，提

供總噸位20以上或船長18公尺以上，

每艘船每月補貼3萬元，補貼3個月，

共9萬元；總噸位未滿20或船長未滿

18公尺，每艘船每月補貼2萬元，補

貼3個月，共6萬元之補貼金額。(109

年有申請的漁業人無須再送申請資料，

109年未申請者，需檢送相關文件送

審)



⚫ 花卉產業振興計畫:為紓解COVID-19疫情

對花農衝擊，農業局配合農糧署辦理

「110年臺中市校園花卉推廣活動計畫-第

二屆花慕蘭綻放光彩插花活動」，提供本

市文心蘭、火鶴、繡線、康乃馨、玫瑰等

花材、花器，透過校園花藝推廣課程，提

升學童對花卉產業之了解，並於疫情期間，

藉由花藝教學影片，鼓勵機關同仁在家一

同參與插花活動，培養用花、識花、愛花

的風氣。本計畫共計7,300人次(含本市學

生及機關同仁)參加，活動使用本市各類

花卉共119,042枝。

◆ 紓困補貼措施-中央與地方合辦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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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補貼措施-地方自辦計畫補助

⚫本年度原補助臺中區

漁會100萬元辦理行

銷活動轉作強化防疫

措施之補貼，減輕疫

情帶來漁獲供銷失調，

影響漁民生計及漁會

營運問題。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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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監控，滾動檢討，維護市民健康。

保障農漁民權益，穩定民生經濟。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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