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也能產小麥

3月中旬，中台灣天氣美極了，大雅位鄰

清水和梧棲，算是接近海的地區，海風吹拂

日曬充足，台灣小麥90％以上都由這裡產

出，種植面積大約是70公頃。若是以1公頃地

收成2.5噸的小麥來計算，大雅一年大約可以

收穫175噸的小麥。一家中大型麵粉廠，機器

一開動，至少就得要有500噸以上的小麥量，

大雅小麥的產出，無論就種植量或是加工製

成量，都不足以成為生產線上量化的一部

分。這裡幾十年來都在種植小麥，只是種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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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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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廠釀酒用，消費者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嚴格說來大雅小麥產區，其實是稻米產

區。二期稻快要成熟尚未收割之際，農友就

在稻田裡遍撒麥種。稻米收割後，稻稈留在

田裡化作自然肥，育養將要冒出芽的小麥。

在稻田裡種小麥不需翻土施肥，連殺蟲劑、

除草劑、除菌劑都省了。讓麥農煩心的大概

只剩下麻雀，還有收成後，如何篩選砂礫，

避免又把輾麥子的機器攪壞了。

不噴藥不施肥，可以說是有機麥嗎？倒

還差了一截，然而在國際糧食隨時可能飆

漲、運輸石油價格不穩定的現在，能吃到自

「喜願麵包坊」位在彰化縣芳苑鎮的一處田間，

從彰化芳苑到雲林莿桐，喜願麵包坊雇用的都是在地的弱智生，

負責人施明煌先生10年來沒有申請公部門的補助款，

也沒有私人團體的捐款。

他期盼看到台灣社會的成熟度，可以支撐一家自給自足的弱勢工作團隊。

如果弱勢工作者都可以有尊嚴的生存，

才是台灣真正的文明進步。

喜 願



己土地上種出的麥子，不需全然靠漂洋過海

進口的小麥、麵粉，總是一件值得鼓勵的

事。麥子品質好壞可以再去改善，只要有一

個開始，只要大家願意支持，以台灣農業獨

步全球的種植技術，要種出質量均佳的小

麥，是指日可待的事。就怕大家抱著「農產

品沒賺頭，進口就好，何必自己種」的心

態，來看待生產小麥這件事。

糧食自主率偏低

農業技術傲視全球的台灣，糧食自主率

卻只有三分之一，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澳

洲、美國、法國等國家，糧食自主率早就超

過100%，所以農產品成為輸出賺取外匯的重

要項目。近鄰日本糧食自主率40%，官方和

民間都在關心，擔心日本未來的糧食供給掌

握在他國的手中。而台灣對於這項議題的關

心度，卻不很熱衷。幸運的是，民間有許多

力量與關心，正在一點一滴努力改變這個狀

況。

去年，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和喜願

麵包坊一起向大雅小麥農友契作1公頃小

麥，收成的一部分直接賣給合作社的社員，

一部分拿去製作麵包用。認識主婦聯盟的人

可能不少，但是提起喜願麵包坊，很多人會

直覺聯想到喜憨兒麵包，但二者其實是不同

的團體。

喜願麵包坊總兼

喜願麵包坊是一個已經成立10年的團

體，位在彰化芳苑的一處田間，成立第一家

麵包工廠。10年前，負責人施明煌先生帶領

喜樂保育院的幾名院生，在這裡搭起了鐵皮

屋，成立喜願麵包坊，開始自立生產的日

子。10年間，他們沒有申請公部門的補助

款，也沒有私人團體的捐款。除了主婦聯盟

長期的推廣銷售，還有陸陸續續一些私人團

體代銷之外，基本上，完全靠自己。

所謂自己，也就是施明煌一個人，所以

他稱自己是總兼。施總兼就是什麼都要兼

任，什麼都得一肩挑起的意思。他跟我說：

「你知道我的英文名阿達瑪ADAMA的意思

嗎?它的字根原意是堅如磐石、不易動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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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這麼一解釋，說明了好多事。一個

人，帶領著一群身心障礙生，面對一大托拉

庫的難題，只能一步一步的解決，也因此創

造了只屬於喜願自己的獨特烘焙流程技術。

施總兼本來也不是麵包專才，為了訓練

心智障礙者學習謀生的技能，他自己先到富

利得利麵包廠拜師學藝。富利得利是一家中

型麵包廠，專業是用預拌粉以及精心設計過

的流程和設備，製作各式各樣的歐式麵包。

雖然施總兼在富利得利習得了一身好武藝，

卻不能如法炮製帶回到喜願傳授。因為，食

品工廠流程和作業方式，以及機械設備，都

是針對一般的人力而設計。要將這些已經很

成熟的作業流程和烘焙機器，讓心智障礙者

操作使用，可就處處踢到鐵板了。

絕處逢生靠創意

改變既有的、廣為流通的設備絕不是容

易的事。如果有錢倒也好辦，請廠商按照需

求做局部的修正就好了，可是偏偏什麼都靠

自己的施總兼，並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要求

廠商代為解決。當人沒有錢可以依賴的時

候，就是顯現人力和智慧的最佳時刻，絕處

逢生靠得都是人力智慧和解決問題的毅力。

在喜願麵包坊

的兩處廠房，

處處都是創意

思考的痕跡。

例如：裝了5個

計 時 器 的 烤

箱；以及與烤

箱計時器連結

的誇張警示鈴

裝置等。就連

身高較矮的同

仁，施總兼都

特別設計了小

板凳，讓他不

會因為不好操

作，而降低工

作的意願，真

是心思細密。

喜願麵包

真材實料的好麵包



機率。施總兼認為，即使是智能障礙者，只

要給予適當的訓練和設計安全的環境，就算

開火用瓦斯用電，都可以放心讓他們操作。

這款的台灣第一

喜願的工作現場準備了很多鬧鐘和計時

器，隨時提醒同仁不要忘了下一件事情，同

時每一個插座都清楚標示連結設備，每一種

麵包都有清楚列印出的做法和使用原料，種

種設計目的都是讓流程步驟單純化、清楚

化、制度化、文字化。5、6年前，施總兼發

了一個願，他希望能將所有的作業流程系統

化，從客戶訂貨到製作出貨，全程每一步驟

都做成電腦紀錄。簡單說，就是所謂的麵包

生產的產銷履歷。這個心願，終於在今年歡

喜達成，4月1日正式啟用。產銷履歷做到如

此徹底詳盡，尤其又是專為智能障礙的工作

者設計，喜願麵包坊應該是空前獨家。

這2年，喜願開始採用台灣產的小麥，

把麵包成品的透明化，往前推到本土的小麥

產地。從產地到麵包，全程地產地銷。只不

過目前台灣產的小麥量，還無法滿足喜願麵

包的總需求量，再加上小麥筋性也還不穩

定，所以現在還是以進口的麵粉為主。期待

來日，台灣自產小麥更加成熟，量和質不斷

增長進步，在台灣就能長期吃到在地產的麵

粉麵包。

真正的文明進步

從彰化芳苑到雲林莿桐，喜願麵包坊雇

用的都是在地的弱智生，就近照顧附近需要

工作、也可以工作的智能障礙朋友，把社會

負擔化成生產力量。我請教施總兼，為什麼

沒有想要申請一些政府補助？他說，他期盼

看到台灣社會的成熟度，可以支撐一家自給

自足的弱勢工作團隊。如果弱勢工作者都可

以靠自己的力量，有尊嚴的生存，才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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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的莿桐工廠，除了是一家麵包餐坊之外，

也提供麵包簡餐，這是近1年前才設立的新據

點。無論二樓的用餐空間，或是一樓的主

題：烘焙工作區、麵包販售區都整理得乾淨

整齊。所有物件和原物料清楚做到分類與歸

類。在透明玻璃圍起的開放工作空間內，施

總兼要我們注意地面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看

到地面非常乾淨，還畫了好幾條粗粗的白

線。沿著工作區的外圍，有一道室內水溝，

延伸到屋頂再往下迴流循環。據總兼說這樣

的設計，一方面可以當作室內戶外造景，另

一方面也可降低室內溫度，又可以有造景裝

飾的效果。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什麼呢？

經過他的點醒，我們才發現，地面沒有

任何插頭和電線。他怕這些思慮單純的員工

在工作時不小心絆倒，因此將所有電線和插

座都放在空中，靠著滾輪線拉來牽去，需要

的時候，可以機動的移到最適當的位置使

用。地面上的白線，也有巧思，原來，所有

的工作桌都裝有滑輪，視工作內容需求調整

移動。地上的白線就是工作桌移動的規劃線

路，讓同仁清楚知道移動的目標，不會造成

場地紊亂。心智障礙的員工，需要穩定和安

全的工作環境和清楚的指示。因此，必須把

例外可能性降低，同時減少需要人為判斷的

大雅鄉的小麥

田，接近成熟

期了

堅如磐石、不易動搖的施明煌先生



真正的文明進步。政府可以做的是幫弱勢者

把路障移除，讓他們在自立的道路上更順

暢，金錢補助固然有幫助，但終究不是最有

效的作法。施總兼的宏願不僅在於自立，他

還希望喜願能成為一家社會企業，除了自立

之外，還要有能力回饋社會，將盈餘的一部

分捐出。

喜願麵包坊初期靠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的鼎力相助，漸漸站穩腳步，陸陸續續

又有不少團體代為推廣銷售，終於打開市

場，穩定銷售。去年甚至開設第2家門市工

廠「雲林莿桐」。喜願麵包坊成為一家自立

自主之外，還有餘力回饋社會的社會型企

業，為期似已不遠。

人性本善行銷法

推開雲林莿桐的喜願麵包坊大門，迎接

顧客的是一排新鮮出爐的麵包，附近沒有工

作同仁，要麵包自己裝。仔細瞧瞧，一半以

上種類的麵包，都只要10元。10元，有沒有

搞錯？這年頭10元真的能買到這麼大一個真

材實料的好麵包？而且，客人自行裝了滿滿

一袋的麵包，拿到裡面去找店長結帳，客人

說多少就是多少，店長看都不必再看，對顧

客百分之百的信賴。

難道不擔心顧客亂算占便宜嗎？施總兼

認為，來現場消費的都是附近鄰里街坊，如

果連信任的基礎都沒有，根本不應該在這個

地方開店。他始終相信人性，認為信賴和尊

重，是激發人類善良本性基本的動力。

10元麵包加上對顧客的信賴，讓在地人

對這家還開不到1年的麵包坊鍾愛有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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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地人購買

之外，外地客

也經常慕名而

來。喜願麵包

坊的宅配顧客

遍 及 台 灣 各

處，若不是因

為真材實料的

好麵包，使顧

客一再回購，

消費者不會只

是單純因為要

支持弱智者，

而變成長期的

主顧客。

不過，10

元麵包難道不

會賠錢嗎？施

總兼說：「至

少這一年來，

我 不 必 再 貼

錢！」意思是，請大家安心，喜願目前正朝

向施總兼所期待的，成為一家自給自足還能

回饋大眾的社會型企業。

從照顧弱勢者，發展另類的烘焙工作流

程，採用在地原料，以及尊重信賴顧客。喜

願麵包坊讓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真善美的面

向，那怕只因為這些原因，都會讓我們想好

好珍惜並支持它的存在。

但願喜願的心散布在台灣各個角落，透

過麵包或是透過小麥，或者就透過你和我

吧。

喜願的工作

現場準備了

很多鬧鐘，

所有物件和

原物料清楚

分類

地面非常乾

淨，還畫了

好幾條粗粗

的白線

所有電線和插座

都放在空中，每

一個插座都清楚

標示連結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