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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芳苑鄉農會，少了信用部的農

會感覺有些冷清，不若一般農會的門庭

若市。提起彰化縣芳苑鄉，人們總將其

與派系及黑道劃上等號；的確，每到基

層選舉，媒體總不免炒作黑道暴力介入

臨危受命‧化不能為可能
寒冬回春‧重振百年老店
─專訪彰化縣芳苑鄉農會總幹事謝介民
文圖｜方乃青

曾擔任國小教師的謝介民總幹事，在農民不斷遊說下及
對於家鄉與農民的不捨，接下重整芳苑鄉農會的任務

由於人謀不臧，芳苑鄉農會營運一度跌落

谷底，總幹事謝介民基於對家鄉的情感，雖然

明知是「不可能的任務」，仍決定接下重整農

會的重責大任。他勉勵員工、也自我期許「百

年老店不能讓它就這樣倒下，若能起死回生，

對子孫才有交代。」在他帶領下，農會員工動

了起來，展開業務重整行動，一步步走出寒冬

、回到正軌。他相信，不久的將來，芳苑農會

這塊百年老店的招牌必能再度擦亮。

人物專訪

選舉的新聞，尤其農會信用部的放貸資源

，更是派系爭奪的大餅。多年前，農會前

總幹事因假冒人頭向保險公司投保高額保

險，信用部也違規放貸龐大金額，一審被

判決有罪，84	年間總幹事遴聘的選舉恩

怨甚至鬧出人命，喧騰一時，芳苑鄉農會

也元氣大傷。由於分散貸款、集中使用的

情形嚴重，積弊已深，農會信用部於	 90	

年	9	月讓與銀行經營。

不捨農會．接手重整
當時擔任農會秘書的謝介民，

對風雨飄搖的農會處境感到憂心

忡忡，他表示，芳苑鄉農會的

各項績效在全國排名中曾排名

第六，怎料竟因私人因素拖

芳苑農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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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弊之重、沈

痾已深，客戶對農會的信心不足，以致

長達	1	年的時間業務停滯不前，且上級

各項限制措施接踵而來，農會營運幾乎

陷入癱瘓，謝介民不斷與農業局官員溝

通、表達農會振作的決心，縣府終於同

意協調縣內各鄉鎮市農會提撥其存款額

的	 2％、共	 10	多億元借貸給芳苑鄉農

會暫度危機，並成立重整委員會，經過

數年重整，其信用部體質已有好轉趨勢

，借款也還了近	8	成。

除了信用部外，供銷部是農會另一個

事業重心。謝介民說：「老實說，沒有信

用部的農會經營很困難，只能加強推廣、

保險及供銷部門的經營，重拾客戶的信心

，為重新營業預作準備。」因此他要求員

工以積極的行動、忠誠的服務從提升效率

著手，強化供銷營運業務。

以供銷部來說，辦理肥料、稻穀服務

到家，減少農民舟車奔波的不便；實施蔬

菜共同運銷，減少中間剝削，保障農民所

得，協助農民辦理汽車強制險、健保卡換

領及老農津貼，希望藉由對農民貼心的服

務，重拾農戶對於農會的信心。在推廣方

面，芳苑鄉今年生產的洋蔥品質相當優良

，謝總幹事為協助農民行銷，透過彰化縣

垮了農會，也傷害了農民的心！曾擔任

國小教師的謝介民，原想離開農會重拾

教職，後來在農民不斷遊說下及對於家

鄉與農民的不捨，接下了「不可能的任

務」─重整芳苑鄉農會。

謝介民回憶當時，農會宛如經歷了

一場寒風刺骨的嚴冬，農會前景無法掌

握，員工的情緒也受到影響，「當時不

但信用部沒了、員工也只剩下	 2、30	人

，農會隨時可能被合併。大家似乎過一

天算一天，毫無士氣、也不抱希望。」

謝介民勉勵員工們：「『求人不如求己

，天助不如自助。』一個百年老店，難

道就這樣讓它倒下去嗎？讓我們努力挽

回大家的信心吧！如果農會可以在我們

手中起死回生，對子孫

也有個交代。」於是，

農會員工動了起來，展

開業務重整行動。

貼心服務．提升效率
芳苑農會當時身處

金融風暴中，謝介民在

一團糾結中謹慎行事，

一步一步地進行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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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社區特色－牆壁上的蚵牛係以貝殼一顆顆拼黏的

芳苑鄉農會舉辦黃牛蚵車比賽，趣味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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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樂」。

謝總幹事說，芳苑鄉民以養蚵維生居

多，平常仰賴黃牛拉車載運，居民稱為「

蚵牛」。儘管不少蚵農改採電動車做為運

輸工具，但由於需在海水退潮時載貨，「

蚵牛」在當地仍受

重視。為推廣

特 色 產 業

，農會也

舉辦別

開生面

的黃牛

蚵車選

美 大 賽

，結合芳

苑王功一日

遊，吸引不少

媒體及遊客注

意，民眾搭乘

黃牛蚵車出海

遊玩，體驗漁村

生活，除可觀賞

蚵農採收蚵仔的

景象，還可穿梭

潮間帶觀察紅樹

林生態，十分有

趣。

蘆筍外銷．一

度風光
除了魚塭、

蚵田，芳苑鄉多

數農地屬砂質土壤，早期以種植蘆筍

、花生等作物為主，其中蘆筍大多採契作

方式，由貿易商收購、銷往國外，民國	

60、70	年代是蘆筍的全盛時期。蘆筍含

農會及其他鄉鎮市農會銷售，打開通路。

除了促銷農產品不遺餘力，謝介民也注重

農民的生活品質，鑑於農村人口老化，農

會並辦理太極拳班、高齡者生活改善研習

班、農民網路技能訓練班等，極受好評。

四健會則與在地社區結合進行「關懷社區

活動」，讓農民子弟從活動中深入了解、

關心自己的家鄉。

結合觀光．發展產業
芳苑鄉位於彰化縣西南方，是

個靠海的鄉鎮，夏天時，蚵仔等海

產的鹹腥味隨著海風飄散在空氣中

。全鄉分

為路上區

、芳苑區

、王功區

、 漢 寶

區 及 草

湖區等	

5	 區。

芳苑、

王功、

漢寶一

帶靠近海邊，屬泥質

海岸，是養殖牡蠣及

文蛤的理想場所，當

地也成為台灣最大的

牡蠣養殖場，經常可

見鄉民坐在家門前剝青

蚵的景象，路上則有不

少牛車「趴趴走」，也

是現今難得一見的景觀

，當地村民無論載蚵、雞蛋或其他農產，

似乎都習慣以牛車運送，步伐緩慢的老牛

與牛車上打盹的老農，形成一幅悠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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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農會近年
力圖振作、屢
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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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部分農民於是在蘆筍田上興建雞舍

，由農轉牧，如今芳苑鄉已晉身全

國雞蛋最大產地，飼養蛋雞數

達 700 多萬隻，雞蛋產量

占全國供應量的 30％。

8、9 年前，國內曾吹起

一陣蛋塔風，當時雞蛋

每台斤產地價格曾達 28

、29 元，而每台斤成本

不過 12、13 元，是養雞

戶最風光的年代，如今飼料

成本居高不下，農民收益已大不

如前。謝總幹事說，芳苑農民看天吃飯，

這廂農作不賺錢就轉型，有人成功，當然

也有人失敗；辛苦耕耘仍拼不過大環境的

變化，農民備感無奈。

有現代人普遍缺乏的纖維質，營養豐富、

抗氧化強，有「抗癌小天使」之

稱。謝總幹事指出，70 年代

，芳苑鄉生產的蘆筍可說

一枝獨秀，種植面積曾

廣達 7、800 公頃，且

多數外銷，是農村主要

的經濟來源，但好景不

常，受韓國競爭影響，

台灣蘆筍外銷市場節節敗

退，近幾年生產的蘆筍不再

外銷，且因農村缺乏勞力，也不

再大規模種植，據公所農業課調查，今年

只剩下 240 公頃。

台灣蘆筍外銷市場萎縮，蘆筍農只好

另謀出路，當時鄉內正好有鄉民飼養蛋雞

97年8月16日 31

芳苑也生產花生，圖為芳苑花生產銷班

已削好皮的蘆荀
裝箱準備運銷

芳苑農會響應政策，開辦農地仲介服務 芳苑農會推廣股布告欄隨時公布最新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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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水鳥、潮汐起落、

蚵民生活等海岸風光，為

芳苑鄉帶來觀光人潮，謝

介民對芳苑農業的未來仍

樂觀以待。

近幾年來，芳苑鄉農會

在謝介民帶領下，一步一腳

印用心經營，慢慢走出了寒

冬，回到正軌。雖然信用部

尚未獲准重新開辦，農會仍

不放棄積極爭取。「芳苑人

向來勤奮踏實過日子，雖有

少數人不懂得珍惜，但我們都熱愛這個地

方，這是不容置喙的。希望政府聽見農會

的聲音，早日恢復信用部，提供農民更貼

近在地需求的金融服務。」相信不久的將

來，謝介民將再度擦亮芳苑農會這塊百年

老店的招牌，打造農會新形象。

用心經營．擦亮招牌
不過，芳苑擁有肥沃的砂質壤土，

王功地區養殖牡蠣有百餘年歷史，擁有

全台最高的燈塔、知名的海鮮，漢寶濕

地則是台灣中部地區聞名的水鳥勝地。

這片由大肚溪與濁水溪沖積而成的彰化

西南沿海平原，以特殊的濕地景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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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介民總幹事 (圖中) 與推廣股長洪信來 (圖右) 及理監事們

純日本製造，第一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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