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位於秀姑巒溪上游

拉庫拉庫溪之南安部落，為維持周邊自然豐富

的資源，該處近年持續與慈心基金會、銀川有

機米、玉山銀行以及本場跨域合作，共同推動

部落農友轉型有機栽培，本場於該地設置有機

水稻示範圃，另輔導發展休閒旅遊，期望部落

形成有機產業鏈。

本場黃鵬場長表示，場內秉持著有機樂活、

健康安全、原民產業三大主軸，積極輔導原住

民部落朝有機農產業邁進，他並感謝南安部落

農友熱烈參與場內開辦之農業行動教室，以及

其他初級生產到六級產業的輔導。而南安部落

的農友也在本場輔導、教育訓練以及慈心的陪

伴下，對有機農業的概念從無知到有知，再到

現在的有感，不但獲得知識，更延伸到環境保

護以及文化保存。

經過各個單位的合作及努力，僅僅 2年半
的時間，南安部落 30公頃的水稻面積，目前
已轉型有機 10公頃，更從水稻延伸到其他作
物，包括玉米、大豆以及地瓜等雜糧作物，另

本場更陪伴農友挖掘出傳統文化之玉米糊製

作，配合其他遊程設計期望讓部落能兼顧有機

生產與休閒產業，永續經營這片土地。

跨域合作　本場與慈心基金會、
玉管處等單位
合力推動南安部落水稻有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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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玉管處的南安部落，目前有機水稻栽培面積已達全區

的 1/3，並擴及其他雜糧類作物
▲本場與玉管處、慈心基金會、銀川有機米等，共同輔導南安

部落農友轉型有機栽培

4  農夫市集販售富里在地生產的農產品

5  讓消費者品嚐在地農產品提高對產地的認同感
(鍾雨恩提供 )

5

活動結束後，「穀稻秋聲」山谷草地音樂

會的效應並沒有消失，除了產品的銷售額增加

外，也帶動了當地的農村旅遊熱潮，許多當時

來不及參與活動的遊客，按著新聞報導及網路

分享文章的指引，不斷有遊客到富里旅遊探

訪，尋找美人山前的金黃大草原，「池上有棵

金城武樹，我們有 5棵苦楝樹。」鍾雨恩高興
的說，草原旁的苦楝樹則是遊客休憩、野餐的

好所在，很多遊客拍照留念。

結　語

農產品推廣活動的名稱不提農夫市集卻說

是在辦音樂會，看似跨過界，但其實是增加與

消費者接觸的方法之一，不是單純只想著讓消

費者體驗產品，而是從產品的氛圍以及環境去

著手，「穀稻秋聲－ 2015富里山谷草地音樂
會」活動並沒有大張旗鼓的試吃吆喝強調在地

產品多好吃，或者展出檢驗報告證明產品的安

全無虞，而是透過草地音樂會邀請消費者到產

地，親身感受有機樂活聚落的情境，當消費者

接受到這樣的氛圍時，就能將產品與消費者的

感受去做連結，除了願意購買有機產品、支持

地產地消理念外，更是讓農村經濟活絡起來，

創造出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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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體驗行銷實例－富里有機樂活聚落的農夫市集與草地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