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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成真訪「綠麗農場」謝榮光先生 

李施恩 

每個人在孩童時代，都曾做過美夢，有的希望成

為穿綠色制服的郵差可以大街小巷穿梭於每戶人家

之間，有的則希望成為交通警察，比手劃腳之際每個

駕駛人都必須聽命於他，有人希望當總統，有人希望

當科學家，有的要當老師……。長大後，生活中的總

總挫折將年幼的夢想逐漸剝奪掉它的繽紛色彩，於

是，能再堅持幼年夢想的也就不多了，畢竟在實際的生活中要堅持下去的，除了大智慧大勇

氣之外，還需有一份他人少有的傻子精神。當選花蓮縣七十七年度十大傑出專業農民的光復

鄉青年謝榮光，便是具有這種傻子精神的人物。 

創業歷程一滴血一滴淚 

拜訪謝先生不巧遇著大風雨，淋得像落湯雞的我又等了半個小時才見著謝家夫婦，更覺

這份際會份外值得珍惜，談起創業經過真是一滴血汗一滴淚，謝先生原本服務於基隆港區檢

查處擔任特殊交通檢查官的職務，其夫人錢金梅小姐原來服務於屏東農專食品科擔任研究助

理，在下定決心返鄉創業後，夫婦二人毅然辭去人人稱羨的公家機構「頭路」返回故鄉。本

身學的就是園藝，也熱愛園藝工作的謝先生秉持著「既然創業就不要怕吃苦，怕吃苦就不要

創業」的信念，認定花蓮不但山明水秀，且氣候涼爽，大氣濕度又高，所發展的又是無煙囪

工業─觀光事業，無空氣污染之虞，是花卉栽培的最佳環境，值得放手一試。 

初返故鄉，雖然有一系列的計劃與工作待辦，但由於離開農業有一段不算短的時日，再

加上拮据的創業資金，真不知從何著手呢！於是謝先生於民國 74、75、76年每年均報名參加

本場所舉辦的「農村青年中、短期農業專業訓練」以複習所學並吸收新知，同時透過輔導成

為花蓮縣四健會農村創業青年聯誼會的會員，和同行互相切磋琢磨、觀磨學習，從而獲得許

多寶貴的經營管理專業技術。目前謝先生的經營規模包括有百吉網網室 400坪，溫室有兩棟，

一棟為木造溫室 5坪，另一棟為歐美巨型力霸式溫室 250坪

佔地共 3,000坪，預備農場面積 6,000坪，現有農場共劃分為

門市部、親本室、栽培場等三區。 

現階段的經營

2 ，此外還有貨車兩部。整個農場

方式及行銷管道 

125 坪作為花卉展售場，也

就是

謝先生在歐美巨型溫室中闢

綠麗園藝農場的門市部，至於 25坪木造溫室則作為親本

室，負責種苗品系的蒐集、貯存以及較特殊植物的馴化處理。

除了門市部、親本室外，其餘溫室、網室均作為栽培場，生

產的花卉可依栽培期長短分為兩種：(一)栽培期較短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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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黃金葛、粗肋草、夏雪、萬年青、白玉萬年青、小紅楓、鐵線厥、腎厥、大岩桐等。(二)

栽培期較長的花卉：春石斛蘭、虎頭蘭及各式高級盆景。 

謝先生以銷售栽培期較短的觀葉植物之回收利潤來投資栽培期較長的虎頭蘭、春石斛、

高級盆景等，目前僅作內銷。其行銷路線有四：一、農場門市部自產自銷。二、參加花蓮縣

農會假日農特產品與花卉展售中心。三、配合政府綠化年，承包機關、學校美化綠化工程。

四、將市場分散於台北、高雄、田尾等地的花卉大盤商。因此謝先生認為自己扮濱了花農與

花商的角色，不但著手最適合本地氣候條件的花卉栽培與管理，同時建立靈活的花卉情報網，

以作為花卉行銷策略的應用。 

建立歐美溫室發展農業工廠 

身為一個現代農民必須具備新的觀念及新的管理

理念，消除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的心理障礙。為了

將農業科技應用於今日農業，使之邁入「農業工廠」

的型態，將花卉之種苗繁殖、生長以至於行銷一貫作

業化，因此謝先生建立了歐美巨型溫室，並說明其優

點如下：一、溫室可消除不利植物生長的外在因素，

提升花卉品質。二、配合市場需求提前或延後植物的花期，以達到最高經濟效益。三、不受

天候影響每日按生產進度表管理操作。目前綠麗農場的硬體設備已頗具雛形，軟體設備方面

謝先生亦逐年加強，期望能達省工及生產自動化的目標。 

對未來的展望謝先生計劃將農業企業化，農產商品化；配合市場導向，計劃生產；運用

科技，邁向自動化的「農業工廠」；建立兼具商業性、教育性、娛樂性的綜合農場，同時積

極拓展外銷作為往後發展的目標。目前綠麗農場栽培的春石斛蘭共有一萬五千盆，均係國際

登錄品種實生苗，現今已達開花株，謝先生預備於明年農曆春節至元宵節期間在台北市舉辦

春石斛特展，他期望政府在場地及文宣方面能予以協助。 

掌握先機奮鬥人生 

謝先生認為國內目前的農業猶如一大型試驗農場，

農民經常道聽塗說何者是高經濟作物便一窩蜂競相種

植，根本不考慮氣候、土壤是否適合，導致生產過量及

產銷問題的弊病叢生，因此他誠盼政府成立各種農業專

業區，並做好共同運銷工作，拓展外銷市場。談到這兒，

謝先生謙虛的表示目前他尚在創業階段，很多事物皆有

待學習，將近四年的創業經驗，他得到一個寶貴的答案：

農業是大有可為的。雖然目前農業並不景氣，但是他肯定的說：在景氣的行業中也有人虧本，

但是在不景氣的行業中還是有人賺錢。主要在於經營者是否能配合市場導向、開發產品、掌

握先機及完善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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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的路上許多思維不斷在腦中迴轉，人生奮鬥的路程原本就充滿挫折與血汗，有愛妻

相伴牽手，相信必給謝先生更多的鼓勵與勇氣，謝榮光先生，祝您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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