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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進修不斷成長 
彭先生僅國小畢業，小時候家中農忙還常沒去上

課，一學期只上二十來天。但無論在生產或銷售知識

及經驗上其絕對是跟得上時代潮流不落人後的哦，祕

訣無他，訂閱多種書籍雜誌充實自己，遇有疑難則虛

心請教於各相關單位，在在都會令他能快速取得最新

資訊，調整產銷步伐，也因此他還是本場的常客呢！ 

訪談中他以調侃語氣問：「猜猜我除了以 PE 膜

覆蓋防治田間雜草外，畦溝裡雜草如何處理呢？」你

們猜著了嗎？原來是用火燒，即背著小瓦斯桶，手拿

噴火器的除草方法，既省工又省時，五分地二小時不到雜草就解決了，比起僱工除草還便宜。

這方式也是從雜誌上學來的呢，怪不得他直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此外，積極參加相關的講習

觀摩活動，從講師及同行的經驗裡獲取新點子，應用於實際管理上突破產銷瓶頸，是個不放

棄任何成長機會的人。 

夫妻分工開創新天地 

彭先生夫婦共同經營 2.5甲有機菜園，除要生產蔬菜，還要找尋銷售管道將產品賣出去，

實在非常辛苦。平日，彭太太負責田間工作調配及採收後農產品處理，同時為避免農忙發生

僱工困難，則依作物生長期選擇種植種類，或依作物特性及需求延後或提前採收產品，除有

效降低僱工成本外，也可順利出貨不致延誤。為維持地力，田間依時節規劃，進行蔬菜與水

稻或綠肥（太陽麻）輪作，任勞任怨，是彭先生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他客氣的說：「老婆很會工作，可是拙於招呼客人」，但想必內心是家有賢妻萬事足呀！ 

民國 84年開始從事有機蔬菜栽培至民國 85年接受本場輔導，將產品貼上有機標章出售，

此時生產漸趨穩定，而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策劃及花蓮市農會協助，政府出資輔導下，於花

蓮市農會中山、中華、自強超市設置了有機農產品專櫃，由於專櫃的銷售量有限無法完全疏

通供過於求現象，他開始主動開拓更多銷售通路。彭先生非常感謝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協助他

參與相關展示（售）活動，才有機會打開知名度與銷售網，將產品介紹給更多消費群及銷售

商店。由於產品精緻、價格合理，受到許多商店及消費者之青睞而持續訂貨，現在的生意伙

伴除花蓮外還遍佈台東、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地，近期也將打入有機農產品連鎖專賣市場，

預期消費者將更容易買到他的產品。 

彭先生並不就此滿足，基於對農業的使命感，除利用機會教育消費者，還經常受邀至學

校演講，推廣有機農業的理念，適時掌握機會培養未來有機產品消費群，期望下一代能體會

有機生產對人體及自然生態的益處，進而愛用有機產品。為使有機農產品深入每個家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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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青椒過熟商品價值降低問題，不惜耗資購買許多生機飲

食及各類食譜，在其妻協助下，研究開發出許多可口的有機

蔬菜烹調食譜，供大眾取用，進而吸引許多消費者直接向其

訂購，直銷生意也愈作愈好。一群可愛的消費者更以一傳

十，十傳百的方式為其產品宣傳，有時他尚未到學校演講，

師生們就先蜂湧而至採購產品。經過多年努力，其生產的有

機蔬菜目前已是供不應求了。 

展望 
彭先生說台灣每年購買農藥總金額高達二十多億元台

幣，以農藥用量與耕地面積計算，台灣農業用藥比率居世界

之冠。對自然環境之污染相當嚴重。在這層體驗下，他堅持以有機生產方式提供無污染的農

產品，為避免受到其他非有機農田的間接污染，重視選地，採上游無污染的水源而不用田尾

的水耕作，88年度起將於田間四周圍上黑色細紗網，防止非有機農田的農藥污染。並計劃在

其田區大馬路邊設立展售點，提供來往人群購買產品外，還將作為生態教學用，目前已搜集

了許多資料及錄影帶，待展售點成立後，民眾不妨前往參觀購買。 

最後，他還非常感謝在即將加入WTO，能夠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大力輔導及農政單位支

持下，發現農業得以永續生產的契機，也讓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已不在純粹只是農業生產，而

是一項有意義的良心事業，透過有機農產品的銷售活動達成理念溝通與理想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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