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卓越‧樂活‧精緻
打造小而美的都市型農業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總幹事盧大泓
文圖｜蔡佩娟

雖然轄區農地有限、農民銳減，盧大泓

仍不放棄服務農民的機會，例如「小地主、

大佃農」政策，用意在於輔導無力或無意耕

種的農民，將土地長期租給擴大農場規模的

專業經營者，在農地有限的小港區，推動並

不容易，但「沒試怎麼會知道？就算只有一

絲機會，我也要把握！」他說，農會仍將全

力宣導，讓小港區的農地更有效利用，降低

生產成本、提升效益與競爭力。

人物專訪

小港區農會總幹事盧大泓

呀轉，再轉回現在，回到車水馬龍的高雄

都會區，不禁開始懷疑，在都市叢林中怎

麼還有農會存在，這裡還有農業生存的空

間嗎？如果你有機會聽聽盧大泓在小港區

農會服務期間的點點滴滴，包准你驚奇連

連、收獲匪淺，就像上了小港歷史高級班

的一堂課。	

農地縮減．轉型工業重鎮
小港區屬高雄市轄區，即使不是在地

的高雄人，對小港這個地名應該也有些印

象；縱然印象不深的人，如果提醒小港就

是高雄國際機場所在地，大部分的人都會

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對全國民眾來說，

正是這個俗稱「小港機場」的高雄國際機

場讓小港成為全國知名的地名，但對小港

「你知道十大建設中，我們小港占了

幾個？」高雄市小港區農會總幹事盧大泓

面帶微笑、提出這個有趣的問題，面對這

樣一個提問，腦袋不禁開始轉呀轉，轉到

了台灣經濟剛起飛的時代，無數農田、無

數綠地，因為陸陸續續的開發案，變成工

廠、變成大樓、變成道路，	一張張台灣

發展史的畫面從心中不斷掠過；思緒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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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梁川國稱讚盧大泓做事認真、
腦筋動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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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農民來說，正

因為機場，才使小港

還留有一小片耕地、

讓農業在南高雄還有

一小片天空。

小港區舊名「港

仔墘」，戰後隸屬高

雄縣小港鄉，是個地

勢平坦、氣候溫暖、

雨量豐沛的區域，加

上靠近海邊，居民原

以農漁業為主，隨著

台灣經濟發展，在十

大建設的年代，有	3	

個重大建設設於小港

─中鋼、中船、台電

大林廠，再加上高

雄國際機場、第二港

口、臨海工業區的設

置，原有的農地經過

重劃，成為工業用地與

商業區，光是臨海工業

區就占了	4,000	公頃，先

後進駐	387	家工廠。小港

區原有風貌急速變化，社會也快速變遷，

小港人雖然失去農地，但工作機會增加，

許多人從農民變成勞工、商人，外來人口

也紛紛湧進，人口成長快速，成為國際門

戶及工業重鎮，迅速都市化，1979	年高

雄市升格為直轄市，將原屬高雄縣的小

港劃歸高雄市，成為高雄市的一區迄

今，而原來的高雄縣小港鄉農會也

因此改制為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都市化的結果，小港區所

剩農地非常有限，目前除大坪

頂的山坡地及機場附近

的邊緣土地外，其他區

域已無農地，盧大泓表

示，小港區的農地約僅	

560	公頃，其中耕地只

有	80	公頃，而該	2	處

之所以在快速都市化的

過程中仍保持原有風

貌，成為高雄市難能可

貴的淨土，前者係因山

坡地禁止過度開發，另

一則是機場的因素，由

於機場附近土地有禁建

限制，因此國際機場邊

緣土地也成為小港區僅

有的耕地。

因應危機．設超

市成轉機
盧大泓揩出，

小港的農產品很

單純，以鳳梨及

番茄為主。小港在地人暱稱大坪

頂為「鳳梨山」，顧名思義，當地即盛產

鳳梨，由於地質關係，所生產的鳳梨品質

.市民農園裡，民眾栽種各式蔬果

市民農園裡，
還有可供焢窯
的土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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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量也不大，加上位於市區，農民多

自產自銷，「根本不必農會共同運銷，產

期一到，不久就銷售一空，許多販子還

爭相到產地收購，價格比其他地區都高

呢！」除鳳梨外，農會成立番茄產銷班，

並申請吉園圃標章，盧大泓自豪地說，

由於農地有限、番茄產量不高，但品質

可不是蓋的，在全國番茄大賽中，在	 30	

多個入圍者中獲第	 5	

名，全國番茄產地這

麼多，這樣的成績實

屬不易。由於品質穩

定，農民也就近送往

市區果菜市場銷售，

供不應求。

「 農 民 都 是 國

寶！農會的存在就是服務這群漸漸消失的

族群。」	盧大泓說這句話的神情真摯而

熱情，令人動容。在僅有	 1	千多名農民

的小港區，這句話更讓人有無限的感慨。

盧大泓說，1978	年，他才剛退伍，就進

入小港農會、從基層做起，2001	年	3	月

接任總幹事，他記得，接任那天，剛好是

他的結婚紀念日呢！正當他想大展鴻圖之

際，沒想到同年	 8	月遭遇第一次金改，

金管會裁定小港農會信用部由華南銀行接

管，農會陷入空前危機，令他備感挫折。

信用部是農會的心臟，沒有信用部的

農會，經營更為艱辛，但盧大泓也深深體

會危機就是轉機的道理，他不能讓農會因

此空轉，一肩扛起這付重擔，他首先強化

推廣與供銷部門的經營，考量小港區已從

農業生產區轉型成為消費區的事實，因此

妥善運用廣大消費群的優勢，設立一處現

代化超市，賣場網羅全國各地的知名農

產品與加工品，「與

其他大賣場最大的

不同之處，是我們不

賣國外產品，所有產

品都是台灣生產製造

的」，盧大泓以推廣

台灣優質農特產品為

己任的堅定神情，令

人感動。超市甫開張，便成為小港地區居

民熱門的購物中心，每月盈餘約	7	–	 10	

萬元，成為讓農會自給自足、持續生存的

獲利單位。

市民農園．體驗農耕之樂
盧大泓並觀察發現，都市居民因與土

地越來越疏離，更渴望接觸土地，於是他

規劃可提供都會區民眾體驗農業的區域，

在小港機場附近農地成立教育農園，面

積約	8	公畝，劃分為	100	個小區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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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室裡，供應肥料
等資材，應有盡有

小港市民農園提供都市人
親近土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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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區塊約	18	坪，其中	15	塊作為公共空

間，設置廁所、停車場、工具室、兒童

遊樂區、焢窯區、多功能休息區等設施，

其餘	 85	 個區塊則開放給教育單位或市

民承租，由於設施齊全、收費公道	 (年租

金	4,500	元)，承租率達	100％，由於租

期每期為	 1	年，每年都有很多人登記候

補，若原承租人未續租，立即有人承租，

園主簡坤銘並於	 2001	年榮獲傑出神農

獎，經營績效有目共睹。

盧大泓表示，土地承租人可自行決定

如何利用，但必須遵守有機栽培的原則，

農會並提供農耕門外漢有關耕作技術、病

蟲害防治輔導，也代訂種子、有機肥料等

資材。每個承租單位都是假日農夫的小天

地，有人種水果、蔬菜，也有人種花，有

人辛辛苦苦搭起瓜棚、有人不嫌麻煩自行

製作有機肥，每到假日或下班時間，一個

個忙著澆水、施肥、除草，最後開懷地帶

著自己努力栽種的有機蔬果回家，生活豐

富又健康。

盧大泓並在園區設立蝴蝶園，由農會

志工認養，每個志工都成為蝴蝶專家，每

逢農會舉辦教育推廣課程，每個人都能充

當解說員，解說園區生態、蝴蝶生活史精

彩無比，由於每種蝴蝶的幼蟲食草不同，

園內栽種各式各樣的食草與蜜源植物，為

保障食草供給，還特別設置食草栽培區。

蝴蝶園內蝴蝶種類繁多，已成為小港知名

的生態教育場所。

飛機起降．獨特休閒主題
盧大泓表示，台灣經濟高度發展後，人

們越來越重視休閒生活，而國民所得提高

及休閒時間增加，休閒需求也增加，此種

需求對都市居民來說尤其明顯，他觀察，

淨園休閒農場裡附設馬場

淨園休閒農場裡，成為戶外教學的最佳地點

承租農地耕種的民眾還自行製作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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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缺乏休閒空間，農會若能利用現有農

地轉化為休閒場域，勢必商機無限，而機

場周邊農地就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區域。

由於靠近機場跑道附近的農地，可

以欣賞飛機起降，吸引許多民眾前往觀

賞，後來行動咖啡車業者賣起咖啡，生意

奇好，在地農民紛紛投入，成為以「看飛

機」為主題的休閒區域，雖然一度因為燈

光設置、距離跑道過近等理由，在可能影

響飛航安全的考量下，被禁止營業，但農

會為了農民生計，努力輔導協調，讓營業

場所設備符合飛航標準，經營已合法化，

設備完善的咖啡館與休閒農場應運而生，

最多曾有	6	家、目前則有	5	家，成為高

雄知名的休閒農業區。在農會輔導下，業

者也成立高雄市休閒農場觀光發展協會，

一起為發展這項台灣獨一無二的休閒主題

而努力，目前理事長為淨園休閒農場主

人；該區域也引起政府高度關注，成為高

雄市政府大力推動的休閒項目，在今年世

運主推的休閒產業中大出風頭。

盧大泓表示，設定小港區朝向健康、

卓越、樂活、精緻的農業形態發展，是他

擔任總幹事的目標，經過多年努力，已逐

漸朝此目標前進，但農會的經營仍需仰賴

信用部才能更健全，因此他任內持續爭取

信用部恢復營運，終於在	2008	年獲准，

雖然剛好遇到金融風暴，但他認為，這只

是一時的挫折，目前業績已穩健成長，他

相信可以度過難關。

雖然轄區農地有限、農民銳減，盧大

泓仍秉持初衷、不放棄任何服務農民的機

會。每次政府推出有利於農民的政策，他

總是積極推動，例如最近的「小地主、大

佃農」政策，用意在於輔導無力耕種的老

農或無意耕種的農民，將土地長期出租給

願意擴大農場規模的專業經營者，由於該

項計畫土地規模需達	2	公頃以上，在農地

有限的小港區，推動起來並不容易，效果

也許不大，但「沒試怎麼會知道？就算只

有一絲絲機會，我也要把握！」他說，農

會仍將舉辦說明會宣導、努力試試，讓小

港區的農地可以更有效利用，降低生產成

本、提升效益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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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低空飛過的情境下喝咖啡，
是難得的體驗

淨園休閒農場入口處以飛機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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