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愛室內設計工作  成為時尚都會麗人
　　彭巧嫻，民國87年從明新科大土木工程系畢業，之後進入
職場，曾在陳智淵、翁璜磌建築師事務所及僑亮室內設計公司、
A&F阿菲傢飾等任職。巧嫻非常熱愛室內設計工作，因為主要客
群是高檔住宅，因此，在職場遇到的也都是對生活較有品位及要
求的高端客層。那時的巧嫻穿著時尚，追隨當下最流行的素材、
顏色、風格，連一支筆都要用有品牌的，是一個標準的時尚都會
麗人。

孝心驅使返鄉從農  建立品牌產業升級
　　怎麼會返鄉呢?「家庭需要她」是關鍵，看著母親為了做全家
人最愛吃的梅子，原本白嫩的雙手開始有些許的斑點覺得不捨，
加上姐姐結婚，弟弟當兵，而父親是心肌梗塞患者，所以家裡隨
時需要有一個會開車的人，以備不時之需。雖然很掙扎，但巧嫻
認為應該要盡子女的責任，最後她決定返鄉。
　　83年開始做禮盒包裝，當時的阿金姐不懂包裝，明明是脆
梅，但看起來卻像烏梅，後來經過農會輔導，有了比較正式的包
裝，讓許多人開始注意，同時也為阿金姐的農產加工品開闢另一
片天空。當時曾與在地家政班媽媽合作，使用手作花布袋為禮袋
包裝，在91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金梅獎」及92、93、95年
「臺灣好伴手」，當時適度包裝及參與農夫市集，結合小農農產
品，協助小農銷路問題等理念，就開始在巧嫻心中默默發酵了。
　　95年時，巧嫻挟其室內設計專長及迷戀品牌的風格，一回鄉
就花了100萬元裝修門市，在她返鄉接手經營後在96年陸續榮獲
農漁會百大精品、觀光100大精品、新竹縣十大伴手禮。在102年
更體認到自家品牌的桔醬是客家桔醬界的LV，故又花了鉅資重新
設計以提升品牌價值，讓她在103年榮獲新竹縣十大伴手禮。

產業升級難題多 積極爭取百大輔導
　　由於返鄉之時發現顧客都是老人家，因此，她學習母親的社
會企業精神-向下扎根，開始跟在地國中小之學校配合，主動協助
老師進行食農教育之DIY教學課程。其間也與摩斯漢堡合作推出季
節限定桔香雞腿堡與紫蘇梅雞腿堡，配合廠商依節令規劃醬料產
品，以帶動阿金姐工作坊創新研發新系列產品的動能，除能因應
客群需求與市場走向外，更嘉惠農民產值。就在工作坊戮力於多
面向發展時，得知農委會有百大青農輔導計畫，甚至還有專業的
老師實際輔導，因此，毅然決然地申請第2屆百大青農，希望可以
善用政府資源，讓阿金姐工作坊走入國際，建立有機加工室。

百大青農專案輔導  提升品質拓展市場
　　獲選為百大青農後，經由本場審慎考量，聘請中華工商流通
發展研究協會李華隆顧問擔任陪伴師，並與本場傅副研究員智麟
組成輔導小組，初期由個案陪伴師共同進行經營診斷，每月兩次
的輔導適時提供生產管理、財務管理及行銷經營等基本諮詢與經
驗分享，並協助分析、解決問題。

　 　 在 生 產 面 向
上 ， 因 陪 伴 師 發 現
巧 嫻 的 加 工 廠 每 到
柑 橘 和 梅 子 盛 產 的
三 、 四 月 及 十 一 、
十 二 月 才 有 運 轉 ，
其 他 時 間 機 器 都 閒
置 ， 這 樣 昂 貴 的 機
器 卻 利 用 率 低 ， 太
浪 費 。 輔 導 小 組 與
巧 嫻 以 增 加 機 器 運
轉 時 間 為 前 提 下 ，
共 同 討 論 其 他 季 節
有 什 麼 農 產 品 可 以
拿 來 加 工 增 加 效
益 ， 並 且 能 聘 僱 長
期 而 穩 定 的 人 力 ，
因 而 讓 阿 金 姐 工 作
坊 增 加 了 紅 心 芭 樂
干 和 人 參 蘿 蔔 這 兩
個品項。
　 　 另 外 ， 在 市 場

行銷面向，經由陪伴師的協助，將「阿金姐」重新定義為：醬料
的專家，廚房的好幫手；「食在客氣」定義為：伴手禮和零食類
農產加工品。因阿金姐品牌的產品品項較少，為了研發新的醬料
類商品，故透過農委會-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計畫，並且開發一
款柑橘風味手工醬油，市場回應頗佳。另因應年輕人市場，後續
也開發數款零食類的果乾品項（紅心芭樂干等），亦有不錯的成
績。
　　最重要的經營管理上，也聽從陪伴師的建議，引進收銀機，
記錄每日銷售和帳務情況，製成日報表及月報表進行門市管理，
並改善門市的環境布置，調整架上商品展示陳列，增加顧客購買
時的滿意度。資金方面，也透過農委會與全國農業金庫的協助，
利用低率貸款購置加工設備，將必備的規格都先準備好，為申請
有機驗證預作準備，並提升加工品的品質與價格。

成功申請碳足跡標章  計畫興建有機加工室
　　巧嫻現今是新竹縣青農聯誼會副會長、阿金姐工作坊負責人
及臺灣綠市集協會理事，目前阿金姐工作坊在竹東鎮客家傳統市
集入口處有一個銷售門市，主要是農業加工品製造及銷售，主要
的通路為超市、直銷及宅配、餐廳及伴手禮市場等五大通路類
別。因為有副會長及理事等領頭羊的使命感，因此，巧嫻在103年
將自家的客家桔醬申請了全世界第一支的手工植物佐醬的碳足跡
標章。而且為了能更延長北部地區有機青農農產品銷售期，增加
彼此間異業結盟，並使加工產品能更符合現行法規，另外計畫興
建新的有機加工室並結合主題餐廳。

一步一腳印 期待走入國際市場 
　　學室內設計的巧嫻，不懂加工、行銷，是一張白紙，一切重
頭開始學，但她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實，很多技術和觀念都是一點
一滴累積學習而來。原本打算回來幫忙一年的她，沒想到現在已
經邁入第11年，除了巧嫻己身之努力，在本場百大青農輔導計畫
下，銷售業績除原訂的輔導目標有具體達成外，總產值在輔導前
約465萬元/年，輔
導 後 約 5 6 0 萬 元 /
年 ， 年 增 近 百 萬 。
一 路 上 親 朋 好 友 的
支 持 ， 前 輩 夥 伴 們
的 協 助 指 導 ， 讓 她
擁 有 不 同 面 向 的 人
生。
　 　 她 常 期 許 自
己 ， 未 來 有 很 多 方
向 可 以 思 考 並 努 力
去 創 造 ， 不 要 因 為
框 架 框 住 了 自 己 ，
這 些 年 ， 巧 嫻 一 直
堅 守 著 自 己 與 母 親
對產品的堅持-不添
加 任 何 化 學 物 質 ，
並 努 力 與 在 地 產 業
結 合 ， 利 用 巧 嫻 設
計 專 長 ， 專 注 於 推
廣 有 機 農 產 加 工 與
輕 食 文 化 ， 期 望 以
腳 踏 實 地 一 步 步 的
往 前 ， 為 臺 灣 農 業
及 飲 食 文 化 推 向 國
際貢獻一己之力。

工作坊小檔案

1.名稱：阿金姐工作坊
2.生產項目：農產加工品(客家桔醬、香

桔汁、梅子、蘿蔔、紫蘇)
3.聯絡方式：03-5965797 
4.阿金姐工作坊https://www.facebook.

com/GoldSister.Hakka/
5.聯絡地址：310新竹縣竹東鎮仁愛里仁愛路382號

創新加值計畫-評比不同鹽度及甜度之柑橘風味手
工醬油。

本場傅副研究員智麟(右1)與陪伴師李華隆(右2)組成
輔導小組實地輔導青農彭巧嫻(左1)。

傳承三代加工技藝 堅持天然安全美味。(彭巧嫻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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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課　謝佩君、傅智麟　分機438、430
百年好滋味 傳統新風味 桔醬界的LV

本場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