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口湖鄉農會曾因當地水產事

業發達而風光一時，卻也因該產業沒落

而成為逾放比過高的金融機

構。出身基層工友的總幹事

呂老乾經過	 3	 年的勵精

圖治，為農會找到起死

回生的契機，不但大幅

降低逾放比、化解農會

面臨的危機，同時協助

地方農、漁業在時代變遷

中找尋春天，呂老乾一貫強

調，只要可以幫助農漁民，農

會就算賠錢也得堅持下去。	

漁產豐富．經濟高峰
台灣海峽向來是西部沿海地區重要

危難中受命‧振衰起蔽
魄力加創意‧農會回春
─專訪雲林縣口湖鄉農會總幹事呂老乾
文圖｜陳曦

為了宣傳烏魚子，呂老乾在農會辦公室放置冰箱、
隨時促銷

從工友做起的呂老乾，經歷農會多個職

務，深切了解農民的需求，對農民的痛苦也

感同身受。擔任總幹事後，他先以魄力收回

逾放款，使農會免於被接管的命運；開辦碾

米事業、使農民獲取合理利潤；自創品牌推

出農漁產加工品，將產業帶向精緻化發展，

同時規劃產業文化節，結合地方的生態、人

文景觀，將口湖鄉營造成為休閒度假鄉。

人物專訪

漁場之一，雲林縣口湖鄉因地利之便，

漁業曾興盛一時，隨著人為過度捕撈、

魚源逐漸枯竭，民國	60	年代，

地方養殖業趁勢而起，到處

可見魚塭密布，鰻魚、烏

魚等高經濟價值產業發

展興盛。	

當時的呂老乾，才

剛退伍，進入農會擔任

工友，他還記得，養殖業

者每天帶著大筆資金進進出

出，地方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

繁榮。呂老乾之後參加升等考試，從

供銷部、會務部職員，再轉派下崙分部

主任、金湖分部主任、椬梧分部主任，

接觸養殖業者的機會更頻繁，紙醉金迷

呂老乾出身基層，
對農民的辛苦相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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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投資報酬率呈負成長，往年賺錢的

魚塭如今宛若錢坑，丟入大筆現鈔卻換

來債台高築。	

水產業惡性循環的結果，拖垮了養

殖業者，連帶波及農會，廢棄的魚塭愈

來愈多，年輕一輩沒有工作機會、大量

外流到都會區謀職，漁鄉人口嚴重老

化，口湖鄉的經濟頓時從頂端摔落谷

底，業者無力還債，造成農會信用部逾

放比超過	 50％，遭接管的傳聞四起，農

會員工的心情也浮動不已。	

接總幹事．拯救農會
民國	94	年，當時的農會總幹事李梅

花因年事已高，加上心力交瘁，決定申

請退休，希望理、監事會遴聘新血拯救

農會於風雨飄搖之中，歷練完整且嫺熟

的場景也不斷上演。	

「民國	70	年代，是台灣水產外銷的

全盛時期，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得交際

應酬，席間，養殖業者為了拉抬場面，

經常一擲千金、面不改色，一個晚上的

交際支出動輒	 10	 餘萬元，對擔任農會

主管的我來說，當然感到汗顏」，談及

那段往事，呂老乾仍感觸良多。	

繁華過盡．人事滄桑
然而，「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

好」，口湖鄉的水產事業並非永遠都處

於顛峰，台灣養殖業從民國	 80	 年代初

期開始走下坡，不僅外銷巿場逐漸萎

縮，天然環境疫菌孳生，不利於養殖，

高經濟價值的魚、蝦育成率不高，不論

放養哪一種水產，十之八九肯定都賠

錢。	

9	年前，呂老乾升任農會秘書兼信

用部主任，所看到的景象不再是夜

夜笙歌，水產業者昔日意氣風發的

神情蕩然無存，每次前來農會

借款的臉色一次比一次難

看，呂老乾深入了解，

發現地方水產業日益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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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藻洗髮精與地瓜代餐包是產、
學合作研發的成果

口湖鄉烏魚季活動中，呂老乾 (左) 親自參與拍賣烏魚 呂老乾勉勵農民生產高品質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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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不少陳年放款逐日回流，只花費	 2	

年多的時間，逾放比即降到	25％。	

農會金融改造的艱鉅任務總算過

關，遭接管的疑雲一掃而空，員工終於

鬆了一口氣，呂老乾認為，現今農會更

有能力幫助農民解決問題，銳意恢復開

辦碾米作業，多數員工則感到錯愕，因

為口湖鄉長久以來重漁輕農，鄉境耕地

面積大幅萎縮，開辦代工碾米業務，營

運可能入不敷出。	

呂老乾力排眾議，他指出，農會存

在的功能就在於服務農民，就算賠錢也

應該義無反顧，如果不開辦該項業務，

農民恐成為盤商予取予求的對象，無法

獲得合理利潤，不僅水稻，其他農民栽

種的作物價格也將受到打壓。

冰烤地瓜．自創品牌
　	 	出身農會基層，呂老乾的每一步

走得踏實，對農民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當台灣新農業「一鄉一特產」的風潮掀

起，呂老乾率先想到了地瓜，不僅

幫助農民打開產銷管道，同時考量

沿海地帶的土壤含鹽分高，所生長

的地瓜甜度也高，極適合進行食品

加工、提升農產附加價值。	

經農會與專家研究後，決定自

創品牌，推出口湖冰烤地瓜、地瓜

農會運作的呂老乾成了不

二人選，改善高逾放比便

成為上任後第一道難題。	

呂老乾回憶前往農委會

接受面試時，專家、學者劈

頭就問如何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

題，他以堅定的語氣回答「我有能力

將帳款收回農會」，整個面試過程中，

儘管專家、學者對於呂老乾的經營理念

評價頗高，卻對他能否降低逾放比感到

懷疑。	

事實證明呂老乾沒有讓農民、農委會

失望，才剛就任，便動員全體員工投入

催收行動，呂老乾說，「人情包袱是帳

款難以收回的原因之一，許多債務人與

農會職員都有直接或間接的交情，許多

員工因而開不了口，因此催帳前的沙盤

推演相當重要」。	

親自操兵．交叉催收
呂老乾親自操兵，將催收部隊分成	

15	組、每組	5	人，利用閒暇之餘釐清債

務人與催收人員之間的關係，有困難的

案件立即交由其他小組成員接手，透過

交叉催收的做法並動之以情，農會同意

減收積欠利息等優惠因素，柔性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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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湖鄉地處鹽分地帶，所生產
的地瓜甜度高、極適合加工

經過精心烹調，烏魚
肉排變身為充滿法國
風味的精緻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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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及藷條等冷凍速食食品，呂老乾顧及

該類產品的巿場同質性太高，必須設法

區隔，於是大力推動無毒地瓜，輔導農

民採用天然的技術栽種出沒有農藥殘毒

的地瓜。	

理想與實際還是有段差距，參加說明

會的農民聽到有機栽種的地瓜產量將減

少一半，紛紛打退堂鼓，少數新生代的

農民卻願意嚐試，首批冰烤地瓜上巿，

馬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除國內超巿派

員接洽合作事宜，美加貿易商甚至專程

下單訂購，相關產品的熱銷如同一劑強

心針，農民參與意願大增，有機地瓜的栽

種面積由	5	公頃增至目前的	20	公頃	。

生技研發．提升價值
另一方面，口湖鄉農會藉由與學術

單位合作，將當地龍鬚菜、地瓜等納入

生物科技研發範圍，開發出洗髮精、代

餐包等綠色新產品，逐步拓展農業加工

品巿場，並鼓勵家政班員投入一級產品

加工，組織農村婦女學習第二專長，進

口湖鄉農會舉辦產業文化活動，
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

口湖鄉農會鼓勵農村婦女學習第二專長，增加家庭
收入

口湖鄉近年新興作物龍鬚菜可作涼拌，也是農會導
向生技的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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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將地瓜、烏魚子、鰻魚等食材製成

冷凍速食、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呂老乾指出，口湖鄉不只是農產品滯

銷，近年來，連優質的烏魚子、鰻魚也

不例外，未來欲打破盤商壟斷的局面，

產業需朝精緻路線發展，即建立品牌及

加強包裝，搭起消費者與產品面對面接

觸的橋樑，則是強而有力的宣傳。	

台灣實施周休	 2	日後，旅遊風氣大

開，適時為呂老乾的構想搭起便橋，首

先他規劃一系列產業文化節，邀請縣民

及遊客品嚐烏魚料理等美食，在活動過

程中，呂老乾經常親自登場拍賣烏魚，

不少員工大受感動，口湖農漁產知名

度與日俱增，採購訂單也隨之明顯提

升。	

古老米廠．時代縮影
緊接著便是發展漁村二日遊，

農會保存	 50	 多年的「海之十號倉

庫」、超過70	年的木造碾米廠，都

成了呂老乾營造休閒旅遊的重要元

素，兩棟老建築記錄著台灣近代農村

社會成長的縮影，半天高的氣密窗、

可以抵擋空襲的厚磚牆，一木一釘打

造的樓板、稻穀輸送帶，在碾米廠全部

找得到。	

呂老乾自豪地表示，口湖鄉擁有都

巿人所嚮往的一切，老建築僅是其中

一項，鄉境還有很多天然景點，如廣達	

50	公頃的成龍、下湖口濕地，每年都

吸引數以萬計的野鳥過冬，已是國際級

的生態景觀區，將口湖鄉營造成為休閒

度假鄉絕非空談。	

「海之十號倉庫」則是呂老乾認為

最適合的農漁產品銷售據點，遊客飽覽

口湖鄉的生態、風景後，可以在該處歇

腳，順道選購農會用心開發的伴手禮，

這項構想也獲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支

持，呂老乾希望預期的遠景可以早日實

現。	

海之十號倉庫的厚牆與半天高氣窗，見證農村發展與時
代變遷

木造碾米廠保留了先人的智慧，
呂老乾打算將木造碾米廠營造成
為地方旅遊新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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