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畦遊季有機生態農場，103年6月起通過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

驗證，農場進入有機轉型期。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同為七年級生的生產兼經營者-謝祥文、

張文棟及陳坤峯3人，結合各自在植物防疫、

建築及園藝之專長，在林口溪畔頂福附近的山

林裡已默默耕耘近一年的時間，從荒蕪到現在

小有規模的20棟簡易設施，原只有長輩們半

信半疑的眼光，但現在已獲得客戶的信任及穩

定的銷量，踏實而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

3人的初次相遇約在3年前，在同一家農

業生產及生態景觀規劃公司工作，經由工作開

始接觸有機栽培並獲得些許經驗，然而，因為

在海外工作面臨許多人及事物管理層面之困

難，3個年輕人開始思考自行創業投入有機生

台北分場 助理研究員蔣順惠 電話02－26801841

都會有機新農園－畦遊季

▲ 圖1.（由上而下）有機栽培的良好簡易設施

環境養成及工作的循環。溫室內雜草發生

，趁結種子前進行除草、清園的動作，之

後再施用有機質肥料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及

增加肥力並整地作畦，進行蔬菜種苗的移

植，並控制水分等給予細心的管理照顧後

，才能品嘗到豐收的美好。採收後再次進

行清園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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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可能性。張文棟甚至離開原公司後，到改

良場上有機蔬菜初階班的課程，得到具體化的

資訊，以及聽了其他有機栽培前輩之經驗分

享，看到其成功且充分發揮簡易設施的生產效

益，產品穩定生產並分級的精緻化模式，更篤

定了從事有機農業的信念。加上近年食安相關

議題不斷發生，有機農產品市場的需求增加，

若能從事有機農業作為自己的職業，同時提供

安心安全的食材給消費者，何樂而不為呢?!張

文棟與原就想從事農業的陳坤峯及謝祥文，結

合各自的專業，3人便就此踏上有機生產創業

之路。

回憶起最初的栽培經驗，103年春天滿懷

期待地進行第一次有機南瓜栽培，卻也狠狠地

輸給老天爺的梅雨季，第一次的簡易設施蔬菜

栽培，也是看著菜苗努力在雜草間求生存，因

光線競爭而徒長，只呈現了差強人意模樣，更

別說環境中的蟲害問題。在未達平衡的環境栽

種，再加上所學的有機栽培技術不足，著實令

他們吃足了苦頭。但他們並不放棄，耐心地進

行雜草管理，靠著定期讓草籽萌芽並於開花結

籽前按部就班進行翻耕，以減少雜草種子於土

壤中的數量；按林口的風土氣候，調整作物的

栽培期；把握輪作栽培的原則，以降低簡易設

施內害蟲族群數量，降低蔬菜生產受危害的風

險；小心做好簡易設施的隔離工作，每個縫隙

都盡量填補起來，減少設施外害蟲的入侵，等

等眾多工作勤奮紮實地進行著。

學習過程中除與許多業界前輩請益，以及

接受本場技術人員的輔導與相互討論後，努力

慢慢換來甜美的果實，不論在水分、病蟲害等

等管理技術都慢慢提升，逐漸穩定下來的設施

環境，也讓他們生產出健壯的葉菜，而且品質

更為穩定、整齊而優良，成就感及信心也慢慢

的增加。客戶數量及訂購量的成長更是直接、

肯定的回饋，言談中務實而坦率的他們提到因

有客戶們的支持，才能在生產中安心投入比一

般慣行栽培昂貴的天然資材，更是珍惜客戶所

給與的信任與鼓勵，所以更要良心經營，以優

良的有機農產品回饋給客戶們。而對於自我實

踐成長的部分，學習掌握天候環境，栽培技術

漸入佳境的成就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更是

無價的收獲。當初的信念並沒有錯，透過適當

的阻隔及天然的防治技術，使用原本就來自大

自然的養分再回歸自然，一樣可以產出好的產

品。

在銷售方面，慢慢增加有機蔬菜產品品項

，以吸引需求多元的消費者，並結合不同於以

往的工具，透過社群網站建立畦遊季有機生態

農場的帳號與客戶互動，每週預告下週可訂購

的品項，顧客可自行填列google表單預訂，或

是以電話連絡訂購。雖然現在仍以住林口週邊

及台北市的客戶較多，但未來他們會進一步往

市集發展，認識更多願意給與信任及支持有機

農業的朋友，把自己一點一滴努力的成果與更

多人分享。在這過程中也希望讓消費者理解，

▲圖2.已達採收期的有機葉菜，需以人力進行

採收。

▲圖3.採收後的有機葉菜謹慎地進行秤重及包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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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包裝前後，蔬菜皆需於冷藏庫中低溫保

鮮不得馬虎。

▲圖5.已完成包裝的有機小白菜，袋上簡單清

晰地標註作物名稱。

縱使是有機農作物也不宜過度挑撿或精美包裝

。偶爾也會因自然環境的變化或突來的病蟲害

，使產品存在些許蟲孔等等，若為了提升產品

的精美程度，則必需捨棄許多仍可食用的外葉

。我們應本著珍惜上天的恩賜及充分利用我們

所得到的資源，他們認為有機農作物不應被神

格化或過度精品化，簡單的包裝只是有利於產

品保鮮，它的價值是來自於自然、安心及生產

者所投入的心力及誠信，也歡迎有興趣者來親

柑橘是臺灣栽培最多的果樹種類，目前

種植面積約2萬6千公頃，年產量超過50萬公

噸，以椪柑、柳橙、文旦及桶柑等為主。栽

培柑橘種類過於集中，較易因氣候或市場因

素造成價格起伏，因此，農糧署持續推動柑

橘品種少量多樣化措施，希望藉由推廣不同

柑橘品種，減輕產銷壓力。經推行多年，柳

橙及海梨柑栽培面積已逐漸減少，但多轉作

柑橘以外的其他作物，新興柑橘栽培面積雖

有增加，但速度十分緩慢。

柑橘為芎林鄉最大宗的作物，占耕地面

積60%以上，其中以海梨柑及桶柑種植最多。

近年一些新興柑橘，如帝王柑、砂糖橘及佛

利蒙柑等，因口感佳且風味濃郁，與既有柑

橘顯著不同，深受消費者青睞，逐漸打開知

名度，芎林鄉許多農友開始種植或進行高接

換種。芎林鄉果樹產銷班第二班原以種植海

梨柑及桶柑為主，在班長胡仁臺推廣之下，

近年逐漸改植新興柑橘種類；但因其生長習

性與既有柑橘稍有差異，因此，對於新接觸

新埔工作站 助理研究員施伯明 電話03-5894949 分機13

臨體驗，這些農作物得來不易的耕耘過程。

畦遊季有機生態農場即將邁向一週年，在

他們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3個七年級生築夢踏

實的軌跡，更看到地產地消、安全農業的實踐

，都市週邊的有機農作生產或許不是遙不可及

的夢想，誠信經營、地點臨近客源，方便消費

者在過程中參與及檢視，也對消費者更增添了

一層保障。

柑橘品種少量多樣化推廣

－芎林鄉果樹產銷班第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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