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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     平原聚落

1

宜蘭．三星

行 健 村

放眼望去，遠方青山綿延，近處稻田綠意盎

然、隨風搖曳，路邊灌溉用的水圳傳來潺潺

的流水聲……這裡是「行健有機夢想村」，

一個位於宜蘭三星鄉人口約一千人、耕地面

積兩百公頃的老農村；一般聽到三星，就想

到是蔥的生產地，不過，自行健村 2009 年轉

型投入有機農業，許多有機耕作的新案例都

在這裡被實踐出來，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

們的精采故事！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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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機 是天命也是人志

「做有機最怕遇到的問題就是鄰田汙染了」，

這是許多從事有機農業的朋友切身之痛，因

為環境不好，再怎麼努力堅持有機耕作，風

一吹來、水一淹，旁邊的汙染物流入田裡，

心血都白費了；好在「行健有機夢想村」擁

有得天獨厚的環境，除了來自雪山山脈蘊藏

豐富礦物質的的肥沃土壤，再加上重劃後灌

排分離，進出的水源被隔離起來，成為發展

有機村的絕佳場域。

不過，要在這個平均年齡六十五歲的典型農

村裡推廣有機耕作，剛起步時，可不是那麼

一帆風順；而身為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的發起者、同時也是行健村前村長的張美說，

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農民不願意改變！「不

灑農藥怎麼種得起來？」這是張美最常要面

對農友的質疑。 

自己也屆六十多歲高齡的她，不忍心村內農

友時常因農藥中毒而搭救護車急救，毅然相

信有機是農村未來的新出路，不斷頻跑村落，

透過挨家挨戶地登門造訪，也請農二代、農

三代一起加入遊說的行列，從水源頭開始一

路說服；然而，好不容易找到幾個有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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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農投入有機生產，隨著稻米成熟，緊接著

的問題伴隨而來－－通路在哪裡？

網路+企業+ 政府相挺

有機村終得實現

原來，以有機方式種植出近十萬斤的稻米，

這時才發現過往的通路並不適用，而正當大

夥苦無對策之際，不願輕易放棄的張美，透

過向縣長陳情、又向企業尋求契作認購，之

後受到「直接跟農夫買」網路平台的大力宣

傳，以及媒體人、作家、民眾的支持，在台

灣引起了一股挺老農的風潮，不到年底，

50,000 斤有機米便已全數賣光！「種有機，

友善土地，連老天都來幫我們。」張美說。

同年開始，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協助之下，

除了提供有機栽培的技術輔導，也舉辦經營

管理、創意行銷、導覽解說等培訓課程，致

力提升當地農民的行銷能力，也邀請專家學

者與農友共同參與，規劃稻米、青蔥、野菜、

茭白筍等作物等有機示範田，經過不斷地試

驗、調整與改善，逐漸推動行健村朝往一個

具有生態、生產與觀光多方功能的有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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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茭／魚芋共生田 開創農業新典範

說起行健村的有機農業，除了最大宗的水稻

生產之外，不能不提及行健村的魚茭／魚芋

共生農業示範田。參與這場實驗計畫的農友

陳國鐘，七年前開始與花改場合作，從投入

研發到現在，不僅對於茭白筍的收成沒有影

響，也不用灑藥，除此之外還增加了第二份、

第三份以上的收入。

陳國鐘解釋，以生產面來看，宜蘭多雨的環

境相當適合種植茭白筍，一年生作物，以往

大概四月份開始種植，半年後採收，收成後

他大多選擇休耕，讓土地休息，但有些農民

迫於生計又很密集地種植其他作物。於是，

水稻田剛收成完的國鐘，閒來無事，便在田

裡開始了他的實驗基地，希望能「玩」出一

些新東西，「有人說做有機的人工成本太高，

我就在想要怎麼用聰明的方式降低成本，也

投入了很多時間跟精力去研發。」

也正因為國鐘有這樣的實驗精神，當花改場

知道他在做的事情，便找他討論後續合作的

可能性，除了提供農業技術上的專業諮詢，

也提供肥料的補助獎勵，國鐘一聽到有這麼

好的事情，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於是在田裡

開始了「魚茭共生」有機茭白筍試驗田的設

置工程。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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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種有機，剛開始需要克服許多難題，例如

病蟲害、通風度，以及田間水量的控制等問

題。經過不斷地實驗，一方面針對魚種的選

擇、放養的密度，從烏鰡（青魚）到紅尼羅

魚，也對其福壽螺防治的效益進行測試與評

估；另一方面，對於茭白筍的植株間隔距離

與產量加以分析，從 80 到 200 公分的間隔都

試過，也嘗試間作有機蔬菜供應學校的營養

午餐，後來甚至突發奇想，在田裡養了鴨子，

一時成為農村的亮點，也吸引越來越多人好

奇國鐘正在做的事。

「剛開始嘗試過三公分、六公分的魚苗都失

敗，因為鳥都把魚吃光了，等於是在餵鳥，

一直到試過十公分才成功，現在都不必餵，

魚就會吃田裡的福壽螺，所以我們也叫牠們

『工作魚』。」陳國鐘一面笑著說，一面指

著水底若隱若現悠游的魚群。經過多次的試

驗，現在國鐘的茭白筍試驗田，以生物相剋

的方式，不用噴灑任何農藥，也無施加化肥，

收成依然未損，反而還增加魚穫可以分送給

周圍的親朋好友吃，何嘗不是一件樂事。

而有了這次的成功經驗，國鐘也另闢「魚芋

共生」的戰場，先以旱作種植福山萵苣、A 菜

養地，產出作為學校的營養午餐來源；等蔬

菜收成之後，再轉種芋頭，以放水來避免斜

紋夜盜蟲的危害，成效頗佳；採收完芋頭，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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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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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田把水放掉，留著養魚，把田運用到

淋漓盡致，一舉數得。而國鐘目前也進一步

跟幾個廠商討論魚穫日後的行銷通路。

返鄉務農 打造有機一片天

國鐘的案例，讓人不禁好奇起他的務農故事。

原來，他也是村裡長大的小孩，小時候跟著長

輩務農，也看過不少老一輩時常因為吸入了過

多的農藥而中毒的景象；長大之後，與許多農

村青年一樣離開家鄉，想在大城市裡拼出一

番事業，然而城裡賺得多，開銷也大，公司

裡的人情世故也相對複雜，在接觸過不同的

服務業領域之後，國鐘遂興起了回鄉的念頭。 

三十三歲那年，回到久違的宜蘭三星鄉，有

著過往工作經驗的他，商業頭腦動得很快，

從租地開始，第一年先種植水稻，第二年兼

植蔥，新手務農，或許很多事情不比老農熟

練，但好處也是較為開放，敢問敢嘗試，也

勇於挑戰新事物。後來，一聽到行健村前村

長張美正在推廣有機理念，沒多猶豫的他，

毅然投入了有機農業的新天地。

凡事起頭難，第一年有機收成不好，加上老

一輩的觀念保守，較難接受田裡雜草叢生，

家裡的壓力確實讓國鐘面臨過不少壓力；不

過，積極認真的態度，再加上一刻也不得閒

地勤奮嘗試，到各處找專家、向前輩請教，

家人的立場也逐漸從反對轉向支持，而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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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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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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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廣富路 26 號

交通方式

國道五號下羅東交流道，右轉走宜 24 線往三

星，看見仁愛路右轉，直走通過歪仔歪橋，沿

196 縣道直走，3.5K 處左轉入廣州仔過廣州仔

橋，直走 500 公尺到底，左手邊即是目的地。

全宜蘭第一個有機村

2010 年「 保 證 責 任 宜 蘭 縣 行 健 有 機 農

產生產合作社」正式成立，以共同行銷

的方式推廣在地有機好食材，也是全台

灣 第 一 個 由 農 友 組 成 的 有 機 合 作 社。 

2011 年與花蓮農改場合作設置「魚茭共

生」有機茭白筍試驗田區，利用紅尼羅魚

來防治有機茭白筍田裡的福壽螺，也因為

第二份收穫提高了農民的收益。

  【關於行健村】

有機村 給下一代最好的禮物

中生代的朋友，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還有一

點農村經驗，那些在田間奔跑，赤腳浸泡在

水裡捉泥鰍的記憶；然而，隨著都市化發展，

以及鄉村人口不斷外移，對於下一世代，與

農業自然之間的生命牽繫也跟著愈來愈遠了，

而要為下一代重拾一條人與自然共生的路，

已是一件要緊而不容小覷的事。

行健有機夢想村的故事，不僅讓更多朋友關

注到有機農業的可行性，也觸及到一些對原

或許，這份力量還很微小，不過，望著農村

的生機逐漸復甦，小動物、昆蟲、鳥類、魚

蝦 ...... 再度出現於田野的角落，而孩子們的笑

聲在田間回響，透過每一份有機蔬菜進入家

庭，香甜的滋味，成為他們餐桌上的饗宴，

新的氣息從村裡蔓延開來，散播到台灣各處，

讓我們一起許給未來世代一個有機的夢！

栽種的亮眼成績，也在一段轉型期過後，日

益浮顯。如今，國鐘的共生田為農村，帶來

更豐富的生態景觀，泥鰍、水蛇、老鷹也都

回來了，夏季還可以讓小孩子來農村體驗抓

泥鰍，發展農村的生態觀光與導覽事業，不

僅吸引更多爸爸媽媽帶著小孩子回到農村，

也進一步增加農民的收益。

現在務農已有七年以上經驗的國鐘，目前有

三十多公頃的水田，其中二十公頃更堅持以

「無農藥、無化肥、無除草劑」的方式種植

有機，此外，除了五分之四的田地收成作為

穩定的收入來源，其餘五分之一，則成為國

鐘的實驗田園。許多農民為了自己的健康，

同時也想提高農作物的經濟價值，有意識轉

型做有機農業。」陳國鐘說著，臉上洋溢著

自信地笑容。

紅尼羅魚

紅色吳郭（Oreochromis sp., Red Tilapia），俗稱

紅尼羅魚、紅郭魚、及埃及紅魚，由水產試驗所鹿

港分所長郭河選種雜交成功並開始繁殖。因為牠的

肉質、顏色均佳，而引起日本的注意，「紅色吳郭

魚」也因此為台灣開啟了吳郭魚外銷的大門。

烏鰡

烏鰡俗稱「青魚」，魚體光滑、體色偏青黑色，在

背部及魚鰭方面最為明顯，腹部呈灰白色。野生

的青魚以泥底或湖底的軟體動物或螺貝類為食，在

養殖池中，青魚則扮演清道夫的工作，可將池內有

害的螺類動物﹙如福壽螺﹚食用殆盡，屬於生長快

速、生命力強的混養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