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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青年進入農業，為了汲取農業知識及

技術，參加農民學院課程，俾以返鄉從事農業

工作。這些青農們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除了成

為未來繼承老農的中堅份子外，並具備創新的

想法及不同領域專長等，帶來農業新氣象，開

創新的農業格局。因此，多鼓勵及輔導這些未

來可能是農業明日之星的青農，藉助各式各樣

的媒體報導，協助為台灣農業努力的青農們打

開知名度，同時希望作為未來想從農的新進農

民借鏡，並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青

農加入農業行列。以下將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農民學院結訓學員的從

農事蹟，一位從台北移居到花蓮的 42 歲洪亮

宇。

健康遇瓶頸 人生大轉彎

在科技業打滾超過 10 年的洪亮宇，好不

容易累積了工作經驗及人脈，而且收入優渥又

穩定，是人人稱羨的科技新貴。不過冗長的工

作時間，加上長期看著螢幕的後遺症，經年累



 1 �叫我快樂農夫 !洪亮宇青農

 2 �採多樣少量及分區種植方式��確保工作步調的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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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首當其衝造成眼睛的傷害，經醫生診斷出

是視網膜產生了病變，不建議他再繼續過度使

用眼睛。亮宇於是開始在健康及事業的交叉點

徘徊，深思熟慮後選擇了一條親近大自然的工

作，也讓同事及主管感到驚訝及惋惜，結果是

健康的重要性戰勝事業，寧願放棄百萬年薪的

科技新貴，轉向陌生的領域傳統農業，從白領

轉向藍領階級，開啟人生的嶄新一頁。亮宇是

學電子工程背景，踏入農業後，人生大轉彎，

為了要增加農業知能，積極參加農民學院課

程，並也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堅持友善耕作 以自己家人食用為生產信

念

亮宇自稱是農一代，享受不到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的優勢，不過卻也自喜不被傳統的農

業觀念及經營模式框架所限制。104 年開始務

農後，就直接採用有機的栽培方式種植農作

物，主要的生產信念就是以自己家人要吃當作

標準，亮宇認真地表示自己都不敢吃的話，將

心比心，別人哪敢吃呢！因此，亮宇認為採用

友善環境的有機農法，好處是可以生產優質的

農產品，還能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礙於生產規

模小、農場人力缺乏及繁雜生產紀錄填寫等因

素，雖然目前尚未申請有機驗證，不過亮宇會

讓消費者到農場體驗或參觀，真正瞭解到生產

基地的環境及耕種方式，進而認同他的產品。

消費意識抬頭，有機農產品在市場上仍佔有一

席之地，亮宇未來會向驗證單位申請，因為有

機驗證可以開拓通路、提升消費者食的信心及

迎合未來市場的趨向。

輪作模式 找到自己的工作能量及作業程

序

為了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務農前找到了

位於花蓮的生產基地，並買下了近 4 分地的農

地，終於定下心落腳在壽豐。買地之前不會盲

目購地，會先找認識的農民或學員一起討論，

收集一些建議及意見，因此讓自己的想法更加

周詳。當時購地時除了考慮到資金、經營模式

外，工作負荷量也是頗重要，因此在開始種植

農作物前，會去觀摩有機農民的農田，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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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種作物不會一直在同一塊田種，而且會輪

流著種，農民告訴亮宇這是輪作制度，雖然經

常要換地很麻煩，但是它帶來的效益非常大，

舉凡土地改良、病蟲草害減少等。

觀摩其他農民的種植方式後，亮宇亦悟出

若全部的農地拿來種植玉米，相信會產量過多

而滯銷，採收時自己也會應接不暇，造成血本

無歸。因此，他會適當地依自己的田區環境調

整作物種類及田區規劃，並採取輪作及多樣化

種植，亮宇表示，這樣的種植模式，比較有系

統性、規律性，不會讓他忙得不可開交，而且

在輪作換地時，會讓採收完作物的農田，保持

一段無作物狀態，讓土地休養生息。由於這樣

輪作及少量而多樣化種植，亮宇也抓到自己作

業的步驟，從容地面對每一產季。

賣的是商品 也賣自己的商譽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的亮宇，大概是因為擔

任了 10 年多的工程師，責任制的工作型態養

成他要把事情做好。進入農業後，也把認真的

態度發揮到農事工作上，例如洗薑黃、玉米預

冷等就可以看出的他的工作態度。薑黃採收完

後，送至加工廠切片及磨粉前，先在農場把薑

黃清洗乾淨，然後才送到工廠加工。亮宇一定

會先把薑黃清洗得一乾二淨，也讓加工廠的負

責人眼睛為之一亮，並向亮亭說，我很少看到

農民會洗得那麼乾淨！亮宇說，只要帶點土的

薑黃，在切片及磨粉時就會一起混在一起，再

來清掉就不容易了。為了讓消費者吃到百分之

百的薑黃粉，賣力的清洗工作是最基本功夫，

也因此在他的加工產品裡，薑黃粉是網路熱賣

的寵兒；另外，玉米採收後，為了吃到鮮甜多

汁的超甜玉米，一定會先在家進行冷水處理，

留住最佳的糖度及風味狀態，遇到趕工時還會

做到半夜，亮宇表示若沒有做好預冷步驟，超

甜玉米的品質就會大打折扣。

善用通訊軟體  提升農產品產值

農產品銷售是許多農民頭痛的問題，就算

有通路也不一定有理想的價格，因為會依通路

型態而改變。最佳的通路是直銷，也就是直接

賣給消費者，利潤才能夠全回饋給生產者。這

點對於亮宇倒是不成問題，因為具備善用通訊

軟體技能，如臉書、Line 等，因而創造出農產

品的價值。亮宇說，旁邊田區也有農民在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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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生產的新鮮玉米都直接送往果菜市場賣，

如果用相同的面積及產量與品質下比較，我的

玉米收益一定不會輸，他很有自信地說，我半

分地的玉米田在臉書賣就有 3 萬元的獲利，因

此這位農民對於亮宇能賣到好價錢非常羨慕不

已。為了要配合網路販賣及增加農產加工品的

辨識度、防止自己品牌被盜用，已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商標，並預定於今年 8 至 10 月

取得合法的標章，申請中的商標是以「巡田水」

字樣作為商標，亮宇說商標的含義是要發揚農

村的巡田文化，並從傳統農業注入新的創意及

思維。

自許成為年收入百萬年薪的農業新貴

亮宇說到未來從農的夢想時，就娓娓道來

說，未來的目標是要達成一年要賺 100 萬以上

的農業新貴。務農已2年多的亮宇，購買土地、

農機具、農業資材等，已投資了約 8 百萬，投

入的資金還沒有回收，而且目前的收入與在科

技業不能相提並論，甚至入不敷出，支出的錢

與收入的錢尚未打平。亮宇不會因為收入少就

打退堂鼓，他反向思考說，剛從事農業也像是

在創業，任何職業要創業，一開始大部份的人

都是在燒錢，農業也不例外，他用試算表瞭解

自己每年的收入變化，他高興地說，每年的收

入都在逐年增加中，而且今年上半年的收入，

就勝過去年整年度的收入，顯示事業正穩定發

展中。

為了期待能成為年收入百萬年薪的農業新

貴，亮宇說未來會擴大經營規模，除了穩定生

產一、二級產品外，還會導入三級休閒服務概

念，與附近不同生產品項的農友合作辦理食農

教育及體驗活動，彌補自己的不足，甚至要推

廣「才藝換宿」，吸引多才多藝的人以換宿為

由，分享及貢獻自己的才藝，未來還會蓋起民

宿，提供住宿及餐飲服務，拓展服務項目，百

萬年薪的目標指日可待。

結　語

農村人口老化，有些農二代不願傳承農業

薪火，反觀這些不是農二代，半路出家的青農，

創造出另類的人生。藉由本篇的經驗分享，希

望能鼓勵各地青農或新進農民燃起返鄉務農的

信心，並讓這股新興勢力與潮流，引領臺灣農

業走向康莊大道！一起創造「青」出於農的藍

海農業！

 5 參加農民學院加工課程��汲取農業新知

 6 急速進行預冷處理��麻煩卻能確保產品品質

 7 申請中的巡田水商標��深具農業文化的意涵

 8 純淨的薑黃粉配上精緻的包裝��提高產品的價值

 9 亮宇的洛神花蜜餞��深受消費者青睞

 10 帶消費者來體驗��提升對產品的認同感

 11 製作簡單試算表��掌握農場資金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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