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部是農會的重心，重心勢必不能

自外於物體，信用部一旦被接管，創傷

可想而知；高雄縣大樹鄉農會曾面臨信用

部被接管的危機，但總幹事張清榮將士用

命、帶領農會僅存的	11	名勇士，固守最

後基地─姑山倉庫，充分運用其他部門營

運績效，不過	 7	年時間，終於買回農會

大樓及恢復信用部，更將「姑山倉庫產業

文化休閒園區」營造成為頗負盛名的教學

園區，宛如浴火鳳凰般，創造台灣農業史

上傳奇的一頁。

擠兌風波．信用部被接管
大樹鄉農會原本是體質不錯的農會，

全盛時期存款	 40	 多億元、員工人數達	

臨危受命‧搶救農會大作戰
豪願成真‧創造農業史傳奇
─專訪高雄縣大樹鄉農會總幹事張清榮
文圖｜林世堃

來自企業界的張清榮，臨危受命，接下大

樹鄉農會總幹事重擔，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展

開搶救農會大作戰。他以企業理念經營農會，

首創供銷部清早上班及假日不打烊先例，並

打造豐富多元的「姑山倉庫產業文化休閒園

區」，不到 7 年時間，買回了農會大樓，也

恢復被接管的信用部，而這一切，正是他與員

工們流汗流血所換來。

人物專訪

1 6 0 	 多

人 ， 但

民國	 86	

年間，因

派 系 惡 鬥

及放款問題，

發生擠兌風波，農

會頓時進入風雨飄搖的危急狀態，當時

年僅	39	歲、事業有成的張清榮臨危受

命，擔任農會理事長，90	年接任總幹

事，可惜農會沈疴已重、無力回天，91	

年	 7	月，土地銀行終於進駐接管信用

部，概括承受農會所有權利、義務。

經過清算，農會資產僅剩下老舊的

姑山倉庫及	6,200	元現金，願意留下與

高雄縣大樹鄉農會總幹事張清榮

姑山園區裡，還有香
草咖啡餐廳、冰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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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共存亡的員工，只有	11	人。張清榮

懷著被掃地出門的心情，帶領著僅存的人

力、物力，將總部移往姑山倉庫，踏出農

會大樓那一步，他發下豪願，有一天，他

要帶領這些不離不棄的員工，從農會大門

回來上班。就這樣，姑山倉庫成了農會的

復興基地。

姑山倉庫係民國	68	年建造的老舊倉

庫，面積	 600	多坪，過去主要作為貯存

農藥、肥料及農產品集貨運送中心，遽

變之後，成了農會新辦公大樓，除

了沒有信用部外，11	名員工照

樣運作保險部、推廣股、供

銷部、會務股、會計股等業

務，一樣不缺，只是每個

人的業務量都擴大到極

限，推廣股長鄭金強回

憶，那段期間是「女生

當男生用、男生當畜牲用」，忙到沒有性

別之分，每個人都身兼數職，只求為農會

保留並開發每一分資源。

透早營業．休假日不打烊
張清榮舉例，當時保險部只有	 1	名

承辦人，卻需服務	7,000	多名農保戶，加

上附帶的眷屬健保業務共	1	萬	 2,000	多

人，業務量之大，可想而知，其他部門也

不遑多讓；為了提供最佳服務品質、爭取

農友支持，他要求供銷部員工早上	6	點半

就開門營業，與一般農會	8、9	點才上班

完全不同。他說，農民大都早起，早上	6	

點半供應肥料、農藥的作業方式，正符合

農民清早下田工作的需求，這項措施備受

好評、至今不變。

張清榮並發現，許多農民為貼補家

用，周一到周五期間，有時會外出打工，

反而周六、周日才能專心農事作業，因此

要求供銷部周六、周日照常營業，員工自

行調整休假，事實證明，供銷部這兩天的

生意同樣強強滾，這項貼心的服務，真正

贏得農民的信任與支持。大樹鄉農會供銷

部應是全台灣最早開門營業、且周六、周

日照常上班的農會單位。

7 年時間，張清榮終於買回農會大樓，
一度被接管的信用部，終於恢復運作

姑山休閒園區裡，販售各式各樣的農產品

姑山園區裡，也有各種植物供民眾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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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農民是農會存在的目的之一，既是服務就無法

賺大錢，大樹鄉農會失去信用部的收入，必須另闢財源

才能維持營運，何況還有買回農會大樓與恢復信用部的

遠大目標。企業家出身的張清榮相信，只有「一步一腳

印」、利用每一個機會踏實營運才可能創造財源。

掌握時機．姑山倉庫轉型
在此期間，農委會大力推動「一鄉鎮一休閒」政

策，張清榮抓住了時機，姑山倉庫轉型就此展開，經過	

3	年	 4	期的規畫，共設立農業教育館、電子商務宅配

中心、熱帶植物教育農園、動物昆蟲生態園區、稻米文

化碾米體驗館、水果冰品加工廠、香草咖啡餐廳、蜜醋

加工廠、內外銷蔬果包裝運銷集貨場、肥料農業資材販

售場等場區，原本破舊的姑山倉庫彷彿美麗、純樸的村

姑，上了妝後，煥然一新。

張清榮秉持「使用者付費」的理念經營姑山園區，

園區裡每個經營項目都成為農會的財源，張清榮不忘農

民是農會存在的基本理念，不斷利用鄉內各種農產品

研發商品，目前該鄉農產品加工而

成的熱門商品包括姑山蜜醋、

蜂蜜、蔭鳳梨、鳳梨冰棒

等，頗受各地遊客喜愛。

最可貴的是，張清

榮雖以商業理念經營文

化園區，仍不忘「教育

才是一切的根本」，因

此整個文化園區可說是

為學生戶外教學而設計，

學生們在	2	甲多的園區中，

可以體驗插秧、除草、割稻、曬

榖、碾米、農產加工等農村社會的真實

面貌，了解「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農民生活寫

照，發展迄今，每年約有	5,000	多名學生到姑山園區進

行戶外教學，成為學校與農業教育結合的最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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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插秧、割稻、曬榖
及碾米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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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永遠不會再失去信用部了。

目前農會信用部存款約	6	億元，比起

全盛時期還有一段距離，但張清榮訂定目

標，希望民國	100	年達到	30	億

元存款的目標，99	年時，

所有員工的薪俸能恢復	

500	點的最高標準。

大樹鄉農會在危

機之際出現轉機，創

造了空前的生機與商

機，農會常務監事吳

正義表示，如果沒有

當年的擠兌風波就沒有

今日農會的盛況，雖然代

價很大、過程非常艱辛，但

事實證明，不要害怕面對問題，最

怕的是不敢面對問題，但整個過程，總幹

事張清榮真的辛苦了。

多年努力．信用部終恢復
歷經	 5	年多的生聚教訓，農會逐漸

壯大，員工人數也由	 11	 人逐步擴大為	

40	多人，但農會雖然賺錢了，

員工們依舊領著超低的	300	

點薪俸，也沒有年終獎

金，因為農會要存錢買

回農會大樓與恢復信

用部。民國	 95	年，

終於達到農委會要求

恢復信用部的標準；

96	 年，張清榮動支	

3,000	多萬元買回農會

大樓；97	年	9	月、11	月

恢復設立南、北兩個信用分

部。6	年多的時間，張清榮與員工

們兌現了從農會大樓正門進入上班的承

諾，他們永遠也忘不了，從農會大樓正門

走進辦公室那一刻的感動心情，張清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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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山休閒園區的景觀雅致怡人

氣氛悠閒的姑山園區，成為
民眾休閒的最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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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胎換骨．往昔風采再現
在張清榮帶領下，大樹鄉農會恢復

往日的風采，更將姑山倉庫開發成為前

途無可限量的文化園區，創業維艱、守

成不易，脫胎換骨後的大樹鄉農會是否

將進入守成階段？對於這個問題，張清

榮說，絕對不行，「物競天擇，用進廢

退」是萬物生存的法則，沒有繼續前進

的目標，失去了競爭的動

力，再龐大的企業終將

萎縮凋零，他並已為農會

設定未來的願景與目標。

張清榮說，大樹鄉有	

4	萬	6,000	多人口，其中	

40％	 是農業人口，農業

面積更高達	60％，金鑽鳳

梨與玉荷包荔枝是兩大農

產，還有許多優質農產品。

姑山園區中，除農會自有的	

600	多坪土地外，連同租用

的土地共約	2	公頃，可發展

的空間還很大，未來，他希

望設置「食品加工廠」，

為農民調節生產過剩的農

產品，以免「產盛傷農」，

也為農產品開創另一條生

路；此外，也將成立「假

日農場」、擴大休閒與教

育功能，並設立全國性的

「農特產品大賣場」，除

銷售大樹鄉的農特產品，

也銷售各鄉鎮市最具特色

的農產品，讓民眾來到姑

山園區、可以一次買到全台

各地的主要農產品。

「亢奮的情緒無法持久，必

須轉化成明確的目標，才能自

我鼓勵、永續前進」，大

樹鄉農會在歷經「春去

春又來」之後，必然更

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

成果，更相信張清

榮總幹事規畫的願

景，在不遠的將來

一定能實現。

小朋友聚精會神地聆聽農產加工過程解說

大樹鄉的蜂蜜是熱門商品

張清榮帶領農會團隊
不斷開發加工品，提
升農產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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