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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小朋友吃午餐幸福滿足

的模樣，一切努力都值

得。在這經濟不景氣的時代，

有些偏遠山區的小孩，或許這

中午的一餐，就是他一天當中

僅有的一餐。學校開辦午餐、

早餐，讓學生免於飢餓，專心

向學。

濁水溪畔的達瑪巒

本校所在—地利村—地處

信義鄉的北端，濁水溪旁，山

川秀麗，景色優美，西臨水里

鄉民和村，為聞名全台的山地

村落，居民三百多戶，人口約

一千三百餘人，屬於布農族。

地利村舊稱「達瑪巒」，布農

語意指「公雞」，傳說在二、

三百年前，此處蚊蟲肆虐，人

民居住極其不易，某一天村裡

突然來了一隻公雞，啄食了所

有蚊蟲，村民自此不再為其所

苦；後為感念，特將此處命名

為「達瑪巒」。另有一說，過

去曾經發生大洪水，因有公雞

的蹄叫，保護了睡夢中的居民

得以逃生，因此在地人稱這裡

是達瑪巒所守護的部落。沿台

16線行經地利村時，可見到一

座公雞雕像昂首矗立山林田野

間，那即是地利村最具歷史意

義的精神地標！

位於達瑪巒的地利國小

本校創立於大正十二年，

名為「タマロワン番童教育

所」，學區屬布農族部落，創

校至今已八十六年。民國

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教室校

舍受創嚴重，於十月興建臨時

教室復課，十一月富邦慈善基

金會認養重建，八十九年九月

九日新校舍落成啟用。校舍建

築特色結合自然地理景觀資

達瑪巒—偏遠學校
營養午餐的甘與苦
タマルワン　へき地学校の給食の苦と楽会
The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of Supplying Nutritious 
Lunches at Schools in Tamaluan, a Remote Area

文‧圖︱賴信佑（南投縣信義鄉地利國小校長）

地利村最具歷史意義的精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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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瑪巒—偏遠學校營養午餐的甘與苦

學校午餐於民國七十五重新開辦，當時學校尚未使用瓦斯烹煮，

有些學生繳不起午餐費，會將家裡的木材或米拿到學校充抵

午餐費，這是許多地利國小畢業生的共同回憶。

源，利於田園教學目標之達

成；應用布農文化圖案色彩，

營造具有原住民特色的小學；

校園空間充分開放設計，結合

社區、學校、家庭為一體。

本校目前國小部六班，學

生95人，附設幼稚園一班，學

生19人，平地生僅1人，其餘皆

為布農族學生，是典型的布農

族學校。學校為傳承布農傳統

文化成立「小小達瑪巒」藝

團，以原住民傳統歌舞表演為

主，結合社區資源傳承布農族

藝術與文化，並塑造學校特

色；藝團成立至今，承蒙社會

各界不斷鼓勵與關注，在全校

師生共同努力下，已參與過多

次重要演出，深獲好評。

開辦午餐、早餐

解決學生吃的問題

本校開辦午餐工作甚早，

可追溯至民國五○年代，據曾

在本校服務已退休校長王江淮

先生回憶說，學校於五十六年

利用中美基金的經費興建廚房

及購買廚具後正式開辦，當時

尚有免費的脫脂奶粉、牛油、

大麥等物資提供學生營養補

給。甚至後來台灣省政府為增

加學生營養，補助每日一顆蛋

的錢。學校地處偏遠地區，交

通不便，食材由學校附近商

家、菜販提供。

約在民國六○年代初期，

有次督學到校，在校用午餐，

看到午餐菜色，直言：「這不

是營養午餐，而是不營養午

餐。」但因家長經濟能力都不

好，無法提高收費，遂停辦午

餐工作，直到七十五年才又重

新開辦。當時學校尚未使用瓦

斯煮飯菜，有些學生繳不起午

餐費，會將家裡的木材或米拿

到學校充抵午餐費，這是許多

地利國小畢業生的共同回憶。

另外因家長經濟弱勢，不少家

長一大早就出外工作，學生未

吃早餐的比例偏高，影響發育

及學習的專注力，本校於

九十五年三月尋求外界經費支

助，開辦早餐。

學生午餐供應是很繁重的

地利國小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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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所面臨的問題不外人

力、經費、廠商、道路交通、

天候⋯等。本校教職員工少，

教師除需擔任教學工作外，亦

須兼辦行政業務。學校雖小，

但午餐工作諸如經費收支、食

譜設計、食材採購、廚房管

理、廚工監督、清潔衛生等卻

樣樣不能少。本校午餐工作大

部分由教師兼辦，承辦同仁雖

有專業不足之處（如缺乏營養

師的證照等），但均很用心。

學生收費部分，多年來皆為每

學期500元，但因物價波動，從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調整

為550元，勉力維持三菜一湯，

幸好有善心團體捐助經費協

助，學校午餐品質仍能維持一

定水準。

政府採購法

食材採購方式需調整

九十五年十一月起縣府要

求學校食材採購應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上網招標。這項規定讓

地處偏遠、收費又低的本校傷

透腦筋與困擾。未強制要求依

採購法採購前，部分學校的食

材可由附近肉攤、菜販供應，

或由住市區的學校人員先行採

購，再帶到學校交給廚工處

理，但這些「彈性措施」，都

因政府採購法而須重新調整。

學校在午餐食材公開招標

時，受到招標金額低、地處偏

遠、食材價格節節上漲等因素

的影響，廠商投標意願低落，

導致招標案多次流標。本校也

曾與鄰近的民和國中、民和國

小等採取策略聯盟，希望讓業

者統一供貨，藉此降低運輸成

本，以提高業者投標的意願，

並避免廠商將運輸成本轉嫁至

菜色，影響午餐品質。

但實際運作過程中，曾

發函三家優良廠商議價，卻

只有一家到場。業者強調油

價、物價、食材價格節節上

漲，為符合成本，希望提高

每名學生午餐費，但因山區

家長社經地位較弱勢，很多

家庭繳不起午餐費，調高勢

必引起家長強烈反彈，學校

並未同意。本校歷經自行辦

理多次招標，終於在九十六

學年度有一家願意來投標。

地利國小「小小達瑪巒」藝團應邀總統府前廣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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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貨廠商跑路學校險斷炊

九十六年十月九日下午

起，本縣共有34所學校陸續接

獲食材廠商緊急通知，事關師

生重要的吃飯問題，搞得各校

人仰馬翻。

午餐秘書緊張地跑來告訴

我：「校長，從星期四開始，

廠商不再送貨了。」聽到這消

息，緊急召開行政會議因應，

還好隔天恰逢雙十國慶放假一

天，尚有時間處理，否則臨時

通知，學校將斷炊。

本校第一次依政府採購法

評選供應廠商，卻在供應一個

多月後就發生這種事情，且事

件未發生前提供的食材品質也

不理想，有老師打趣說：「我

們在學校吃午餐，好像在『修

行』，因為很少吃到肉。」本

校僅有這一家供應商，卻遇到

這種事，讓學校頗感無奈。

午餐免費全縣學生之福

從今年二月份起本縣免費

供應中小學生營養午餐。本縣

係運用資源開發基金，在全縣

各國中、小學開辦免費學童午

餐，約五萬七千多名學童受

惠，尤其是貧困家庭，不必再

為學童午餐費憂心。

統計九十六學年度受補助

學生數，符合世界展望會清寒

補助資格之學童有34名，無力

支付午餐費由縣府補助之學童

有19名，當時本校國小部學生

數為105名，需受補助學生所佔

比例超過五成，午餐全面免

費，本校學生受益良多。教師

的午餐費亦由縣府補助。本次

免費午餐補助僅至本縣國中小

學生，本校附設幼稚園學生就

沒受惠，須為這些學生再尋求

其他社會資源協助。

多方思考

解決偏鄉學校午餐問題

偏遠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最

大問題還是在於人力、經費、

廠商投標意願等，現在縣府已

全面補助各國中小學午餐經

費，對於一些招商困難的偏遠

學校，建議法令鬆綁，允許當

地攤商承做，不僅可解決學校

食材供應問題，也能活絡當地

經濟。另也可依據學校地理位

置，藉由數校聯盟方式聯合採

購，提高廠商投標意願。建立

區域性中央廚房（不管是公辦

公營或公辦民營）統一供應午

餐，亦可減輕各校業務量，讓

教師專注在教學上，並提高偏

鄉學校午餐的品質，真正讓學

生吃得好、安全、營養、健

康。◆

達瑪巒—偏遠學校營養午餐的甘與苦

現在縣府已全面補助各國中小學午餐經費，對於一些招商困難的

偏遠學校，建議法令鬆綁，允許當地攤商承做，不僅可解決

學校食材供應問題，也能活絡當地經濟。

南投縣李縣長朝卿及馬以南女士到校關心並與學生共進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