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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心閒情農事忙，好山好水蔬果香」∼訪十大傑出專業農民－詹錢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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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台九線，馳行於寬廣的道路上，一路欣賞花東公

路特有的景緻─山巒、溪水，沈浸在大自然中讓人心曠神

怡。從吉安鄉到瑞穗鄉，約莫只要 100 分鐘的車程，到了

瑞穗順著中山路右轉到仁愛路往青蓮寺方向，便可以看到

詹錢興先生帶領的瑞穗鄉蔬菜產銷班第三班班場所標誌正

高高地聳立在天空中。 

初見到詹錢興先生，讓人感覺到他壯碩的身材、樸實

的面貌，是位道地的農村莊稼人；自幼生長在台灣東部瑞穗鄉農村，早年就跟隨父親從事菸

草栽培的工作，在耳濡目染之下，培養出對農業深厚的感情。民國七十八年嘉義農專農場管

理科畢業後，隨即投入農業生產的行列。問他為什麼會以農業為其志業，詹先生靦腆的笑著

說：「剛退伍的時候曾到台北工作半年，由於父親殷切的盼望，再加上興趣使然，也就毅然

決然地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產了。」 

詹先生育有一男二女，目前都仍在求學中，最大的兒子

就讀國中三年級，老二就讀國中二年級，最小的女兒也國小

六年級，雖然課業繁重，但他們仍於課後幫忙農事工作，夫

人陳玉蘭女士開玩笑的說：「自己在種苦瓜，可是兒子、女

兒卻不吃苦瓜，還對學校的老師表示對苦瓜又愛又恨，愛的

是沒有苦瓜生活就沒有著落，恨的是課餘時間全被苦瓜佔走

了，而且苦瓜又不怎麼好吃！」雖然是閒談之間的玩笑話，

但仍可感受到從事農業工作者的艱辛與甘苦。 

目前由詹先生帶領的瑞穗鄉蔬菜產銷班第三班班員共有 12名，班場所入門處懸掛著：「閒

心閒情農事忙，好山好水蔬果香」的醒目看板。夫婦倆表示，在蔬菜產銷第三班中每個人都

是班長，每個人都是老板，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整個產銷班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為了使產銷班的經營管理及農事工作更加的順利，詹先生常利用工作之餘，勤加充實有關農

業知識並到處觀摩，除了訂閱國內相關農業叢書及雜誌，諸如園藝之友、豐年、農藥世界，

及本場發行之農情月刊、農技報導、農業專訊……等之外，亦蒐集國外蔬果照片及相關資訊。

除了本身親歷之經驗，亦吸取了不少的專業知識，加上本身的努力與勤奮，今年詹先生獲得

十大傑出專業農民的殊榮真是實至名歸。 

接觸農業十多年，回首來時路，詹先生百感交集感慨良

多：「到現在，最感激的，仍然是那群在我最失意的時候拉

我一把的朋友，要不是他們，我也不會有現在的成果……」，

詹先生回憶著：「最早與糖廠合作承租了 8.5 公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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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作物大多以雜糧為主，包括花生、水稻、菸草……等，由於花生耗費人工太多，而且當

時只有太太協助，二人胼手胝足，但價格卻一直很不理想。民國 78年運用青年創業貸款借到

150 萬，於吉安地區耕作約 2 公頃的甜椒，原本很高興的期待可以收穫，卻在採收時遇上了

颱風……；第二年種植苦瓜，同樣的又遇到颱風……，貸款的 150 萬資金就這樣花光了，在

失望之餘祗好回到瑞穗。當時朋友見我如此失意，便七拼八湊的湊足 20萬元，鼓勵我東山再

起，皇天不負苦心人，才有今天小小的成果……」。 

隨著詹錢興夫婦走到設施栽培的苦瓜園區，詹太太熟練的剝除黃葉拆開紙袋秀出白中帶

綠的苦瓜表示：「苦瓜的黃葉要適時的剝除，苦瓜才能長的漂亮；這一陣子苦瓜的價格還不

錯，可惜這些苦瓜還小，未能趕上這一檔好價位！」接著，詹先生引導筆者來到彩色甜椒區，

望著園區無奈的表示，今年全省彩色甜椒栽培面積比去年增加很多，利潤不像往年那麼好，

而且彩色甜椒的品種都是國內種苗公司透過種苗商向國外進口而來，國內種苗公司並沒有育

成品種，像今年所種的品種，跟去年的就不太一樣，而且年年在變。由於品種不固定，栽培

技術就不容易掌握，甜椒品質難以提昇，這是目前栽培技術上所面臨的困境。 

在參觀的同時，筆者好奇的問詹先生：為什麼以苦瓜、甜椒作為特定作物呢?詹先生回答：

「在考量土壤環境、運輸、成本、回收等因素之後，認為茄科及瓜類是最符合生產條件，因

此選擇了甜椒、牛蕃茄、苦瓜、櫛瓜等特定作物栽培；並採輪作方式栽種小黃瓜、冬瓜、洋

香瓜等作物。」 

展望未來，尤其是台灣加入 WTO 後對農業所造成的衝擊，將如何因應？詹班長以慎重

的口吻說：「在農場經營方面，仍將持續尋求以契作的方式來增加農業經營收入，除此之外，

栽培上所需要的種苗將自行育苗以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本班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秀姑巒溪泛

舟起點，每年有那麼多的遊客過門不入實在很可惜。目前規劃是朝觀光休閒農業發展，班員

們對此都有共識，所以在農忙之餘，我們常會到著名的休閒農園參觀，觀摩取經，以便於日

後規劃開辦休閒農園時作為借鏡。目前初步構想於週休二日或例假日開放園區供遊客參觀、

遊憩，等到略具規模之後，再考慮提供採果等相關活動……」看著詹先生堅毅的眼神，相信

假以時日，花蓮又將增加一處經營成功的休閒農場，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