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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救教學結合在地志工系統，有效整合12年國教資源。

　　補救教學要形成新北市教育政策的一環時，我曾親自去深入體驗弱勢原生家庭的需

求，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家庭教育是需要再針對家庭去進行重新教育的。

　　且因為是自己關心且深刻投入的領域，所以作為民意代表，我可以跟市長確切傳達

在實踐這項政策時，市政府應如何運用資源去幫助這些需要補救教學的孩子。而市長告

訴我，他希望能結合民間的力量，引用志工進來協助補救教學的工作，尤其是在陪讀這

一塊。我便當下回應市長，以小學的課程來說，志工不需要具備高度的各別科目能力，

主要是課後的陪伴與輔導。而市長也立刻有正面的回饋，他在議會備詢時，就主動要求

新北市文化局要發展課後陪讀服務的這一個項目。結果，今年11月19號就已經開始試辦

了，而志工就商請各地圖書館原有的志工來協助作業。

　　針對12年國教，大家或許尚有許多疑義，但這畢竟是我國教育制度上的一個重要里

程碑，所以在資源整合支持系統方面，包括志工人力的投注，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場我都

是支持的，且會繼續與教育局及市長多加溝通並且協助必要的部份。

(二)社工支援與教師會補救教學相輔相成

　　補救教學的部份，最重要的因素是來自原生家庭，今年教師會試作補救教學的支持

系統，我知道經費其實很有限。補救教學的學童，我認為真的需要有社工進來，引進社

會福利資源，才能對小朋友真正產生幫助的。在社工經費的這塊，我會跟市府建議未來

在編列教育經費時要勻撥。

　　我也認為補救教學，關鍵並不是全然要將學生把課業拉起來，重點應是培養小朋友

的對學習的熱忱，所以補救教學應該可以做得更精緻，不一定是正規對教育的投注。不

過我相信相對而言，這難度就是比較高了，但這方面我仍會盡力去說服與推動。

　　補救教學在原生家庭的需求，應該要建立新的教育觀。我這會期在質詢時，有跟市

長提出希望市政府能夠制訂政策，在測試時有發現補救教學的問題點；也提供建議給市

府，因此後來才有陪讀的方案進行試辦。我想，未來針對志工的專業能力提升，市政府

也需做相對規劃與監督。

(三)深耕技職教育，防範毒品、幫派侵入校園

　　我對技職教育的擔憂，主要是有關私立高職裡頭，毒品跟幫派入侵校園的問題，這

一點我是深感憂心。因為在基層服務，碰到家長、員警，談起來的狀況，我真的體會到

那種嚴重性。但當基層碰到問題，想要深耕改善時，在各種訊息、八卦滿天飛的當今媒

體市場，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不是那麼有亮點，受到的關注就十分有限。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要預防毒品、黑幫的問題，應該可以反推回校園來做防範，但

所需要的，是相對的多方支援及資源投注。今年我因為擔任國際獅子會300-B2區的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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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席，所以結合了民間社團的力量，全力在新北市推動「反毒、反黑、反霸凌」

的系列活動。主要就是希望能給這些孩子正面的關注，並建構讓他們能正向揮灑青春、

展現才華的舞台。且透過多項團體競賽活動，也讓同儕之間體會團隊合作與友愛的精

神，從根本去面對毒品、幫派進入學校的問題。

　　這一系列的活動，也獲得市政府與新北市各中等學校的熱烈迴響，顯見大家都認為

這樣的問題應該好好地利用社會各項資源去解決。我想，日後在議會依舊會非常關注相

關事宜，且會持續引進多元化的資源，到校園中去面對挑戰。

(四)政府應成為有機農業的動力來源

　　食安問題其實反映了我們整個社會對食物與食品的一種觀念，應該是觀念上有了需

要修正的地方，所以不斷地會發生這樣的問題。要知道，台灣在有機農業的耕作面積

上，與全球甚至於亞洲其他發展有機農業的國家相比，佔比非常低，有多少呢？根據中

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黃樹民教授的說法，我國在2010年的有機農業耕作面積只佔全部可耕

地的0.31%，而亞洲在2002年的同項比例已達2.6%，更別說歐洲02年時更是已達22.6%。

這麼低的比例，可見有機農業在國內推展有多辛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目前坪林茶農碰

到的困境。致力於有機茶栽培的茶農來找我，談到都掉眼淚，為什麼？坪林茶農要種植

有機茶，得要先休耕3年，3年耶，這3年是怎麼樣？是完全都沒有收入喔，還要自己出

錢去推廣，從頭一手包辦。再加上坪林屬於翡翠水庫的水保區，水質水量有分區管制，

所以沒辦法做製茶廠；因此，等茶農把有機茶種出來了，他們卻沒有自己的製茶廠可以

烘焙，找別的製茶廠，卻要承擔其他非有機茶葉藥量殘留轉移的風險。而這一點呢，政

府卻沒有辦法解套。我們去找過城鄉局、農業局，費了很多功夫。

　　你想，我們坪林的茶農以愛土地的心來身體力行，他們在轉作的過程是何等辛苦？

我很希望我們新北市政府能成有機農業發展的動力，甚至領頭羊，所以我相當用心地為

他們爭取相關經費。這兩年朱市長有聽進去，有多撥一些經費給有機農。但要知道喔，

有機茶農在當地其實還是有限的，你問為什麼？因為一個人愛土地，愛到願意花那麼多

時間、金錢、精力去搞有機栽培，那他必然在意的不會只有他的作物、他的茶啊！你

想，水源保護區有農作物灑了農藥是只影響有機栽種的茶農嗎？當然不是啊，用農藥、

用化肥，就會對整體環境產生相對的問題、造成毒害的循環，影響到的絕對不是只有特

定的農業工作者，而是社會大眾！更重要的是，土地、水質的健康與品質，這是共業問

題，會遺害台灣的子孫。

　　有機農業在台灣發展不是容易的事情，市場對有機食品的民生消費習慣不同，這也

要透過政府教育宣傳，需政府帶頭先行。新北市推動的「有機蔬食」政策就是一個例

子，透過有機驗證和產銷履歷，從農產品源頭開始層層把關，不但為消費者食安把關，

也嘉惠農民。校園方面也全面提供新北市的國中、小每周一餐的有機蔬食，保持學生身

體健康，營養均衡。希望新北市政府能更加把勁兒，來做為推動有機農業的動力來源，

替有心為我們守護台灣土地的每一個農業工作者加滿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