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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年」是

讓莊泰琳農友

的生命日記充

滿酸甜苦辣的

一年。 

他 原 本

是電腦門市

人員，每天的生活有大量的時間埋首於門市的

一角，從事著腦力激盪的工作，這樣的日子過

了六年，有一天忽然發現自己最想要的不是這

樣的生活，反而想起家鄉最熟悉的土壤，有陽

光的土地，那是陪伴他成長的溫度，當下就決

定返回家鄉，重新開始『心』的生活。 

廣蒐農業資訊 確認營農作物產業 

在剛回嘉義的時候，一開始他跟著許多農

業前輩邊做邊學，一邊觀察當地的土質以及氣

候，思考去種植什麼樣的作物，如何提昇作物

品質，後來發現當地栽植的蔬果不外乎是甜

椒、苦瓜、小黃瓜和西瓜，而這些農產品的銷

售管道受限於傳統運銷通路，農民的獲利很難

再增加，他想要的是精緻農業，創新行銷通路，

開拓新的市場。 

信任專家 標竿學習 快速累積農業知識 

96年的某一天他在網路上被漂鳥課程內容

吸引目光，認為可以幫助自己營農的栽培技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96年1月29日公布

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將有機農產

品認驗證納入管理，該法所定兩年緩衝期將於

98年1月31日屆滿，屆時國產或進口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賣，依該法管理。 

農委會說明，目前市售有機農產品如經檢

出農藥殘留，係依「食品衛生管理法」相關規

定查處。但「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27

條規定，以有機名義販賣之國產或進口農產

品、農產加工品，自98年1月31日起依該法及「有

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及

「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理辦

法」規定管理。 

截至元月20日止，依規定取得認證之有機 

 

 

，所以立即報名參加台南場主辦的琵鷺營，也

幸運參加第6梯次研習，在課程中學到很多農業

新觀念，其中最讓他感動的是“番茄達人＂太

保蔬菜產銷班第13班陳進益班長的授課內容，

於是在課後積極去陳班長的農業設施學習，更

清楚瞭解設施栽培作物的相關知識，並設定自

己的未來目標，96年底開始在自己的農業設施

內栽培第一次的小果番茄。 

鎖定目標市場 建立個人品牌 

在行銷通路上他是以送禮為主的分級包裝

禮盒模式，直銷宅配到府，讓消費者以低於市

價直接取得優良品質的農產品，而生產者也增

加收益，達成雙嬴。為了區隔市場，莊泰琳在

97年底通過產銷履歷驗證程序取得證書，不但

提高品牌知名度，也增強顧客忠誠度，回購率

不斷增加，

至目前為止 

，產品還是

供不應求，

他的營農經

驗及模式值

得讓想投入

設施農業的

其他農民參

考。          （文/圖 盧子淵） 

 

 

 

農產品、加工品驗證機構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

基金會（MOA）、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TOAF）、中華有機農業協會（COAA）及台灣

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等四家，中央畜

產會為有機畜產品驗證機構。另台灣寶島有機

發展協會已於最後審查階段，將於近日取得認

證，其他尚有五家有機驗證機構申請認證作業

中。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27條之罰責規

定，農委會已公告執行原則，自98年1月31日以

後製造且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均為查處範圍，至於98年1月31日以前製造

者，如擅自使用農委會所定有機農產品標章及

違規使用化學用品，亦列為查處範圍。 

（摘錄自農委會新聞資料） 

農業經營成功典範～莊泰琳

自98年1月31日起有機農產品管理新制上路 

 
莊泰琳的吉庄溫室精緻農園

小番茄產品深受消費者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