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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攝影／春樹

傳統的農耕作業，農民依憑直覺決定田間管理工作，

焦點全放在種出越大越美的作物；

建置產銷履歷的過程，則讓農民謹慎地看待農作，

透過書寫記錄，找回關注土地的熱情，

同時更瞭解大自然運行的道理。

富元農場堅持原味與自然農法，

蔬果雖然其貌不揚，

但黃鑫鏢夫妻以愛心、恆心種植的蔬果，

有著實在與真誠的內在，

值得細細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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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落於嘉義縣新港鄉安和村的富元農場，主人黃鑫鏢、林麗蘭夫婦是道地的

農家子弟，從有機農業入門，跨入產銷履歷認證，走在綠色消費的浪頭，

但回顧當年，堅持有機栽培幾乎讓黃家賠光家產，「再一年」是黃鑫標安撫

失望牽手的甜言蜜語，「不信真心換絕情」則是鐵齒農人的性格，如今，產

銷履歷與有機農業蔚為風氣，農人依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依舊在商業

機制裡尋找生存的空間。

走在前頭．有機栽培做起

8月的南台灣，太陽早早上工、暑氣逼人，但農家仍不得閒，電話約訪

時，正值田間進行花生播種作業，農場忙翻了天，黃鑫鏢提了不少「但

書」，讓採訪之行憑添不少變數，但採訪當天，黃鑫鏢準時出現在約定的地

點，才放下心中的忐忑不安，也見識農人可愛、純樸的一面，「說好的事情，

就要做到」，他淡淡地說。信守承諾的性格，反映在發展有機農業的堅持上，一

路走來，卻也是面對功利銷售系統時，最無奈的記憶。

黃家發展產銷履歷的經歷與一般農民不同，在農委會推動產銷履歷、安全農業的概

念之前，富元農場已從傳統農業轉型有機栽培，可說是先獲得有機栽培認證，再結合產

銷履歷制度。

10年前，台灣有機農業剛剛起步，不要說農民沒聽過，連消費者的觀念也不普遍，

在嘉南平原安分務農的黃鑫鏢當然也不清楚，不過每次看到癌症罹患率高的相關新聞報

導，黃鑫鏢就感到難過，心中有個小小的聲音響起：有沒有可能少噴或不噴農藥，仍然

可以種出作物？

黃鑫鏢經常獨自想著這個問題，因緣巧合，台灣經濟漸走下坡，農場原本的主力作

物洋桔梗市場反應冷淡，消費者看緊荷包、消費性支出減少，眼看著洋桔梗的利潤越來

越低，他想，事業該到了轉變的時機。

從零開始．在空白中摸索

新港鄉是全台最早引進洋桔梗種植、也是目前最大的

栽種區，經農民不斷改良，種出多色系的洋桔梗回銷日

本，大受歡迎，極盛時期，每公頃數百萬元收益不是夢，

因此，安和、溪北、月眉一帶農民年復一年，冬天種花、

夏天種蔬果，創造高利潤的收入。

黃鑫鏢與妻子林麗蘭商量，提議發展有機農業，理由

是灑了幾十年的農藥、自己也吸了幾十年，傷害最大的其

實是自己。聽到丈夫要發展有機農業，林麗蘭說，她當場

嚇壞了，也是農家出身的她，沒出嫁前，也是個種田好

手，腦海裡從來沒有不噴灑農藥就能收成的經驗，她二話不說，反對發展有機農業，但

黃鑫鏢並未因此而放棄，仍著手驗證自己的無毒農業夢想。

那一刻，滿腔熱血的黃鑫鏢，不曾上過任何有機課程，沒有人可以諮詢，在一片空

白中摸索前進。

剛開始，黃鑫鏢挑選最有把握、也是新港鄉大宗蔬果的黑葉番茄及小黃瓜，嘗試有

機栽培，心想應該不會有太大風險，他單純地以為，只要自己的農場不噴灑農藥就好

了，沒想到，栽種期間蟲害猖獗，殃及隔壁農地，鄰居抗議連連，黃鑫鏢只得雇請工人

趕緊下田抓蟲，這種浪費人力與金錢的作法，在鄰里間引為笑談，大家都笑這個種田囝

抹了丁香油的有機防蟲法

一路走來，始終堅持

安全農業的黃鑫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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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頭殼壞去」。

被鄰里訕笑，還不是最慘的事，廣告詞說「番茄紅了、醫生的臉就綠了」，從事有機

栽培第一年採收時，全軍覆沒，滿園心血泡湯，那時，黃鑫鏢的臉也綠了。

再接再厲．堅持有機理念

地處平原的新港鄉，擁有良好的日照及日夜溫差大的特性，加上農民對於精緻農業

的研究栽培，成為全台聞名的蔬菜與花卉產地，每年11月至隔年4月是最佳生產季節，全

台栽種最多的洋桔梗、占全省總產量60%的彩色甜椒、三色番茄、黑葉番茄等，都是新

港鄉響叮噹的農產。

說起黑葉番茄，中南部獨特的吃法讓人印象深刻，吃法源起已不可考，但5年級生應

該都不陌生，夏日裡，冰涼的黑葉番茄切成塊狀，佐以糖粉、醬油、甘草粉、薑末調合

的醬汁，番茄甘甜、微酸的味道融入甜甜鹹鹹的醬汁中，直令人「咋舌」三日，成為異

鄉遊子思念的家鄉味。

每到夏季番茄盛產期間，嘉北公路沿線一攤又一攤、又大又紅的番茄吸引遊客駐

足，田間採收的番茄直接販售，消費者不僅吃到新鮮蔬果的滋味，農家也避免中間剝

削，對新港農民而言，種出好番茄根本是「小CASE」，但黃鑫鏢卻在轉型有機農業的第

一年栽在最有把握的番茄，心中有說

不出的挫敗。

第2年勉強有收成，但仍歉收五

成，番茄又小又醜，口感苦澀、難以

入口，送到傳統拍賣市場被打入次級

品。頂著有機農業的蔬果，卻不知道

該送往哪裡販售，老實的黃鑫鏢嘴上

不說，但林麗蘭看得出來，這個打擊

不小，她以為老公應該從此死心，但

沒料到，黃鑫鏢再接再厲，拿出積

蓄、繼續投資，第二年如此，第三年

還是如此。

夫妻同心．有機路相扶持

林麗蘭回憶，那是人生中最黯淡

的時光。當時風氣未開、管道有限，

有機農業像個無底洞，吸納著他們的

積蓄，眼看著存款簿的數字愈來愈

少，金錢不斷投入、工作量也比別人

多，收成卻完全比不上他人，甚至看

不到未來，她欲哭無淚，只能自我安

慰，至少老公不必遭受到農藥的危

害。為了維持家庭開銷，黃鑫鏢並四

處為他人代耕，賺取工資貼補家用。

笨鳥亂飛。嘗試有機農業的過程

中，黃鑫鏢邊做邊學、跌跌撞撞，前3

年慘賠，每年收入都是負成長，而一

今年開始嘗試種植有機美濃瓜

黃鑫標細心照顧美濃瓜 看到努力後的心血，黃鑫標露出笑容



家老小生計全仰賴田間收入，林麗蘭三不五時勸阻老公，苦勸不成，兩人就吵架，林麗

蘭以「相戰」形容當時劍拔弩張的氣氛，但溫和的黃鑫鏢並不多說，總是自顧自地走

開，但也不打退堂鼓，每年年底，黃鑫鏢就以「再一年」安撫妻子，但一年又一年，似

乎永遠都有「下一年」，林麗蘭只能無奈地搖了搖頭。

黃鑫鏢表示，當時內外夾攻，他獨自「相戰」所有的人，但他很樂觀、也看得開，

即使失敗了，大不了重新來過，回頭再從事傳統耕種，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

日子久了，林麗蘭也被丈夫感動，她開始幫忙收集資料，建立及開發銷售管道，黃

鑫鏢則專心於田間管理，到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上課，認識同好，彼此互相諮詢、加油打

氣，才發現原來有機農業大有學問，並不只是不噴農藥而已，富元農場也加入專業協會

輔導與認證，情況逐漸改善，林麗蘭說，第4年之後，田間管理摸出竅門，收成的農作物

可以「見人」，夫妻倆才放下心中大石。

建立平台．盼農委會協助

搞定田間作業，接下來面臨銷售難關，純樸的農民不諳商業交易風險，林麗蘭說，

剛開始只要有人下訂單，根本來不及徵信，就趕緊寄貨，交了貨卻收不到錢的情形經常

發生，心軟的他們，只要通路商苦苦哀求，也不好意思要錢，俗語說「三折肱而成良

醫」，吃了幾次虧後，林麗蘭也練就一身生意功夫，自有一套側邊打聽法，總能適時化

解，不讓惡質的通路商吃定單純的農家。

拿鋤頭怎麼比得過拿筆的，林麗蘭笑著說，雖然學了五分樣，但農民永遠是銷售天

平上的弱勢，得靠運氣才能遇到有良心的通路商，夫妻倆仍期待農委會協助建立銷售管

道，讓農民多花點心思在田間，而非「不務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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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美濃瓜正茁

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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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發生不肖通路商魚目混珠、批發未經認證的

有機農產品冒充，引起消費者恐慌，再度重創有機農業，

黃鑫鏢表示，經過合格認證的農民所種植的商品，因為成

本高，批發價格自然比傳統農產品高，但通路商不願投

資，低價買進未經認證的農產品，致真正的有機農產品不

是滯銷、囤積倉庫，就是被迫賤價出售，通路商短視近

利，無辜受害的卻是老實的農民。

林麗蘭說，農民不僅得防範黑心通路商破壞信譽，還

得嚴防通路商「打帶跑」的行為，為打探通路商的經營狀

況，她經常找朋友扮演私家偵探進行市場調查，一來確認

通路商進貨後認真協助銷售，二來則可建立對通路商銷售

能力的評價表。

分攤農務．有女繼承衣缽

3年前，由於過於信任某通路商，黃家高高興興地將收

成蔬果依約定數量冷藏，等待約定時間寄給對方，沒料到

對方以低價採購其他農民的產品後，又未告知，且惡意延

後，致其農產品持續囤積，最後通路商翻臉不認賬，錯過

銷售黃金期的林麗蘭，只好賤價出售，以彌補損失。

說起銷售過程的辛酸，林麗蘭笑說，三天三夜也講不

完，在跌跌撞撞中記取教訓、獲得經驗，如今她是黃鑫鏢對外溝通與聯繫的最佳助手。

個性爽朗、率直的她，與內向、溫和的黃鑫鏢互相補位，攜手開創農業第二春，也為子

女立下好榜樣。黃家老大、老二雖是女生，但耳濡目染之下，對田間管理很有興趣，不

僅寒暑假期間幫忙下田分攤農務，還表達畢業後返鄉的意願，子女貼心的孝思，讓夫妻

倆感動又窩心，林麗蘭說，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黃鑫鏢建議由農委會統籌、建立銷售平台，既可推廣安全農業的觀念，在農委會背

書下，消費者可以安心購買，農民也能免於「遇人不淑」，放心將貨運事宜交由平台銷

售，一舉多得。

得來不易．產履認證嚴格

有機農業採協會輔導認證方

式，每個協會有一套輔導會員的

標準流程，黃鑫鏢說，有機認證

與產銷履歷大同小異，也需要訂

定田間工作計畫及記錄，協會定

期或不定期抽查與稽核，相關田

間管理規定嚴格，例如規定與非

有機栽培農田之間，至少需間隔4

公尺的距離，或種植3公尺高的高

莖作物，以隔絕鄰近農田飄來的

農藥，且灌溉水中導電度不得超

過0.75，依此規定，傳統農業灌溉

水源均不合格，因此必須另行開
菜園裡有草，不是農民懶惰，是有機農業特色之一

比一般寬約2倍的農路，是有機農業隔離帶的要求

深水井，可以抽出水質較好的灌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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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深達500台尺的深井，而每挖一口井得花費20萬元。

對小農型態的台灣而言，上述嚴格的規定並不適合，黃鑫鏢說，台灣農地面積小且

分散，四周要空出4公尺寬的田地，勢必減少不少栽種面積及收成，還得加上開鑿深井的

用地，此外，以紅蘿蔔為例，有機栽培防治劑比傳統貴上一倍，平均每公頃成本約增加8

萬元，對農民而言，投資不低。

如今，富元農場通過產銷履歷認證的作物多達7種，包括根莖類紅蘿蔔、馬鈴薯、地

瓜、甜玉米、牛蒡及番茄、小黃瓜。回首來時路，黃鑫鏢指出，土地休息夠了，恢復應

有的活力後，只要慎選品種、適當運用防治劑，就能種出好吃又健康的農產品，凡事留

有餘地，這是老天爺告訴人類的道理。

從有機跨入產銷履歷，對黃鑫鏢而言，並不困難，因為田間管理模式雷同，而負責

協助記錄的依舊是最佳幫手林麗蘭。心得一籮筐的林麗蘭說，就讀企管系的女兒已表達

畢業後將協助推廣產銷履歷的意願，如此一來，則可分擔夫妻倆的重擔，尤其是銷售方

面，未來考慮架設網站銷售自家擁有「身分證」的安全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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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冷藏的有機馬鈴薯水稻也走安全無毒農業喔

新港鄉的鄉間景

色，一片綠意盎然



47

安
全
農
業
新
紀
元

產
銷
履
歷
團
隊

關注土地．農民找回熱情

所謂產銷履歷，就是農產品的

身份證，消費者可以依據包裝上的

編碼到「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網」

查詢該產品的詳細栽培資料，包括

生產者、生產單位、地號、栽培面

積、有機註記、作物品種、採收日

期等，未來還可以 3G 手機直接上

網，即時查詢或瀏覽農場栽種實地

現況。

近年吹起樂活風，消費者開始

關注每日餐桌上的食品，為了讓消

費者吃得安心，量販業者也紛紛配

合農委會推動的產銷履歷制度，例

如「家樂福」即與農場契作、保證收購，據了解，銷售額增加二、三成，而消費者透過

購買產銷履歷認證的農產品，不僅只是消費行為，更是以實際行動參與安全農業。

產銷履歷是具有回溯性的有機栽培紀錄，內容包括詳實記錄耕作流程、資材使用與

管理現況等，黃鑫鏢指出，農產品是老天爺恩賜的禮物，每一個環節的投入程度都會影

響產品的品質，產銷履歷可以說是一個溝通的管道，也是農民對消費者負責的態度。

傳統的農耕作業，農民依憑直覺決定田間管理工作，焦點全放在種出越大越美的作

物，有時給得太多、有時太少，產銷履歷則讓農民更謹慎地看待農作，透過書寫記錄，

找回農民關注土地的熱情，同時更瞭解大自然運行的道理。

國際趨勢．符合安全標準

黃鑫鏢表示，人是健忘的，老一輩的經驗透過口傳，容易造成誤傳、或者人云亦

云，卻不知其所以然，但施行產銷履歷後，經驗可以傳承與驗

證、甚至改良，產銷履歷也可以說是品質監測系統與管

理回饋機制。

農委會於民國95年規劃推動產銷履歷制度，其三

大策略分別是「建立良好農業規範（TGAP）」、

「規劃建置資訊管理與追溯平台」及「建構獨立

公正的第三者認驗證制度」，截至95年底，已

完成64項農產品良好農業規範及建置資訊平台

作業。

台灣加入WTO後，農業面臨的國際化競

爭考驗日益嚴苛，尤其歐洲今年全面實施農產

品產銷履歷制度、日本則訂於2010年，據南韓

「聯合通訊社」今年6月報導，南韓京畿道地方政府

將全面記錄每頭牛從出生到宰殺的詳細資訊，推

動「牛肉履歷追蹤制度」，並計畫今年年底前為

道（省）內飼養的40多萬頭牛戴標示耳朵牌，

相關資訊並輸入電腦，明年起，未登記履歷追

蹤資訊表且未配戴耳牌的牛隻將禁止宰殺。

新港鄉裡，可愛的校門

新港鄉安和村

的地標：金馬

九十七年十月號



48

自然農法．恢復土地生機

藥物殘留檢驗也是產銷履歷重要一環，農委會已通過產銷履歷的認、驗證管理作業

要點，首度將產銷履歷的認、驗證作業納入法制化，提供消費者更容易清楚辨識的保

證。

今年夏天，黃鑫鏢挑戰新作

物—稻米與美濃瓜，網室設施裡

的瓜田，長出一簇簇雜草，初來

乍到，還以為是主人偷懶、疏於

照顧，當我正努力分辨有機與非

有機田地的差異時，黃鑫鏢介紹

有機防治法中、塗滿丁香油瓶子

上的果蠅，並興奮地撥開瓜苗，

介紹外觀光滑的美濃瓜，得意爬

上臉龐，豔夏的午後，黃鑫鏢充

滿活力的笑容與生命力旺盛的田

地，同樣地迷人。

富元農場堅持原味與自然農

法，蔬果雖然其貌不揚，但黃鑫

鏢夫妻以愛心、恆心種植的蔬

果，有著實在與真誠的內在，值

得細細品嚐。

新港鄉的鄉間一隅，蓮花開滿池塘

新港香藝文化館的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