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區農業推廣簡訊 5(3):24-25 

手扶著犁向前看－訪宜蘭縣壯圍鄉林良枝女士 

李施恩 

蘭陽平原位居台灣東北角，為蘭陽溪的出海口所在，此處所

呈現的是一片富庶的沖積平原。氣候多雨而潮濕，所謂「竹風蘭

雨」正是描述蘭陽平原多雨的情景，一到 10 月中旬，便陰雨綿

綿，一直延續到 12 月為止。由於此番氣候及地理環境，使得蘭

陽平原的農業生產多以種植水稻為主，此外青蔥、茭白筍、高冷

蔬菜在市場上更是一枝獨秀，為人們所稱道。世代務農的蘭陽人

純樸懇實，滴滴汗水累積了多少心血在其中，地靈之故更培育了

無數人傑，在宜蘭縣壯圍鄉有位林良枝女士，她正是蘭陽地區值

得一提的奇才女子。 

農事起家的地方富農 
  談起林女士，宜蘭縣內人皆知曉，自小跟隨父母耕種 10甲水稻田，身為長女的她不以農

事為苦，更深深的愛上這項事業。30 前年，林女士年僅 17 歲，她的父親買進一部進口的耕

耘機，在當時能有這樣的膽識，投資大成本購買農業機具，林家是全鄉第一戶。於是鄰里鄉

親個個扛著稻穀前來拜託代耕，年輕時候的林女士基於好玩的心理隨著父親「東征北伐」，

操作耕耘機的技術也就日益純熟。之後陸續有割稻機、曳引機等一一上市，林家都率先使用。

一直到今日她的田地很自然的走上農業機械化的經營方式，犁田用曳引機，插秧用插秧機，

噴農藥使用大型自動噴霧器，收割稻穀則用綜合收割機。凡事都由她和夫婿親自操作，任勞

任怨，逐漸成為地區富農。 

由痛苦中走出一條新路 
  農業機械化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成本，林女士能有如此先進的觀念是由痛苦中走出來的，

用手操作的辛苦使她想盡省工的辦法，因此一有新機具上市就立刻買來使用，並且有絕對的

信心可以回收成本，因為「任何一項事業都必需要有遠大的眼光，在人們未做之前就必需先

去嘗試才會有成功的機會。」林女士的人生哲學或許就是她成功的秘訣吧！ 

  在現今農業景氣一片低迷的光景，要在農業界佔有一席之地，除了勤奮以外，更需要有

獨特的經營理念，林女士表示種植水稻所得利潤原屬不多，但是藉由代耕鄰近農田，一公頃

地可有五千多元的收入，每期作代耕面積約達 30公頃以上，淨餘可有 18萬元，相當可觀。 

  利用寒暑假及農忙期林女士訓練四個女兒從事播種、育苗、插秧等工作。抬起 1包 50台

斤的稻穀，對她的女兒們是輕而易舉的事，更值得一提的是老三和老四都取得自耕農的身份，

預備留鄉走和母親相同的路呢！如今工商業發達，大多數少女都留戀於繁營的都市生活，在

台北完成學業的女孩怎麼肯留鄉成為「農婦」呢？「最主要是受我的影響，自小到大跟著我

做慣了也就不以為苦，而且家庭生活的改善也是她們親身體驗到的，再加上開明的觀念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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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她的樸實勤奮可見一斑。

風，培育女兒們對家庭的責任感，使得她們更願意務農。」從林女士的敘述中我體會到身教

重於言教的可貴。 

事業斐然的傑出農家婦女 

  氣質高雅的林女士雖然是初中畢業的學歷，卻在27 歲時就

當選為第七屆宜蘭縣議員，談起參加選舉起因於壯圍鄉當時要規

劃為重劃區，需一位能為鄉民喉舌的代表來爭取各項權益，於是

大家推派這位美麗而能幹的女士出來競選，當時壯圍鄉的每一戶

都是她的義務助選員，無黨無派的她也不負眾望以高票當選。成

為縣議員後致力爭取政府寬列預算、補助壯圍鄉稻穀乾燥機、動

力噴霧機、插秧機達 350台，服務成績斐然。服務期間多位記者

聞名前來採訪，卻和剛下田回來的林女士見面不相識，而成為趣

 

  傑出的事業成果得之不易，林女士得到各界所肯定，民國 60年台灣省糧食局以她操作農

機的照片作為「糧農曆書」的封面，廣收農機推廣之宣傳效果。極力推展家政工作，73年率

領班員參加會競賽得縣級第三名，76年度得區級第四名，更擔任婦女會理事、調解委員會委

員、家事改進班班長……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今年度她更以農業方面傑出表現當選台灣地

區十大傑出農家婦女，榮獲李總統召見勉勵，這番經歷使她終生難忘。回想起李總統的勉勵

主要有三點：一、故總統 經國先生是一位關心農業大計的長者，大家應記取他老人家的厚

愛，為農業更盡一份心力。二、政府瞭解現今農業景氣不好。並且極力尋求最好的解決之道，

希望大家能多予配合。三、自力救濟街道遊行活動大多是政治因素引起，參與成員大多不是

農民。農業前途低迷雖然在一、二年內無法立刻解決，但是只要有信心，一定會有好轉的時

機。 

堅持下去就會成功的信心 
  林女士肯定的說，她對農業也有絕對的信心並且會堅持下去。對於目前的農業政策問題

她有幾項建議：一、希望政府能夠提高稻價使有心的農民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二、八萬大軍

的成果不彰，極盼政府能拿出魄力為農民真正做一些事情。三、農民保險希望能做到全民保

險，不要一戶只有一人可以投保，否則家家戶戶都推派家中年紀最大的成員投保，政府必然

造成極大的虧損。談到這裏，她淡淡的微笑說道：「或許我天生就是有種田的細胞！我相信

堅持下去就是成功！」做農難道真的沒有前途嗎？只要有遠大的眼光，有膽識去嘗試新事物，

美好的成果是掬手可得的，將農業機械化的林良枝女士就是最好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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