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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遊 ‧ 帶動行銷
道之驛（鄉村休息站）

110年辦理設置地點可行性評估
110~113年設置道之驛5處

生態保育旅遊
113年盤點規劃濕地保育與生
態遊憩軸帶5條

區域農遊軸帶
110年建立農業旅遊行程12條
110年串聯跨區農遊社區26個
111年輔導參與優遊農村認證社區3個
111年輔導參與特色農遊認證據點5個

活化農村社區
110-112年輔導參與金牌農村4個
110-113年增加培根社區4個

達241個
110-113年核定農再社區9個

達102個

都市休閒農園
110年評估都市休閒農園1處

休閒農業區
逐年提升既有休閒農業區服務品質3處
110年規劃休閒農業區4處
111~113年規劃休閒農業區4處

休閒農業
增設活化農業區

推動農業旅遊國際化

生態保育旅遊
整合農遊軸帶及道之驛

不同深度的生態旅遊行程

都市休閒農園
提升農產品供給機能
培育訓練農業負責人

活化農村社區
推動生態農村綠行動
農村再生推廣與行銷

鄉村休息站(道之驛)
農產品行銷據點設置
整合推廣及媒體行銷

區域農遊軸帶
區域特色農遊軸帶
加強遊程行銷推廣

後壁休閒農
業區籌設中

梅嶺
休閒農業區

光榮
休閒農業區

下營休閒農
業區籌設中

無米樂社區
金牌農村

溪美社區

三股社區

仕安社區
金牌農村

左鎮驛站
道之驛

天埔社區

公舘社區

社子社區

胡麻嫂擔露舘
道之驛

道之驛
評估中

綠柏園
道之驛

都市休閒農園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道之驛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東山175休閒
農業區籌設中

南168休閒
農業區籌設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溪南
休閒農業區

臺南新農業政策Blueprint for Developing into a  Tainan's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臺南一直是國內旅遊重鎮，她的古色

古香也吸引國外觀光人潮。府城市區以外，

農業發展蓬勃，是六都中農地面積最大的縣

市，山區的桂圓咖啡蜂蜜香、嘉南平原的柚

香文青農會超市、沿海的牡蠣串接食漁體

驗，更有不同的農漁村氛圍，掀起農業旅遊

的風潮。

今年五月，倡議多年的食農教育法終

於送進立法院審查，這部法案為的是讓消費

者有足夠的時間了解食材的生產歷程，強化

飲食與農業之間的連結，進而改變國民消費

與健康飲食的觀念。因此，在談食農教育之

前，食安與永續非常重要。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是國內第一個有機生產專區，大面積的有

機栽培環境早已是各種自然生物與農業和平

共生的家，是食農教育最佳基地。而臺南養

殖漁業發達，牡蠣更是全國產量第一，沿海

有多個漁村社區由青年帶動串聯，研發了一

套「串蚵、剖蚵、吃蚵」的食漁教育遊程，

讓遊客在走讀漁村之間，認識食材生產的環

境、體會農漁產業勞動情形，更能瞭解餐桌

上食物的得來不易。

生態遊憩也是近年掀起風潮的旅遊型

態，國人越來越講求環境保育，在旅遊間也

重視自律，以不打擾為原則，體驗自然壯麗

與靜謐。臺南近幾年生態保育成效有佳，許

多生態指標連年提高，吸引喜愛生態遊憩的

人士前來賞鷹、賞樹、賞水鳥，紀錄大自然

的點滴。這樣寶貴的資產，更是臺南生態保

育必須堅持走下去的原動力。

中秋連假到來，民眾到臺南有多元的

旅遊可選擇，但也別忘跟著防疫指引，實聯

制、戴口罩、勤洗手，才能讓旅遊更開心與

安心。

本季將介紹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轉型、

麻豆文旦精品化及冷鏈虱目魚上架超市的陽

光物產故事，以及柚子蔘農三代注入行銷活

水、走在飲食前端的動物福利蛋之在地農人

甘苦談，搭配食譜提供讀者烹飪的美味秘

訣；農遊部分則是介紹的農村社區青年帶動

的牡蠣食漁教育、生態攝

影導演的西拉雅追鷹紀

錄以及文史工作者訴說

的臺南老樹傳奇，歡

迎民眾在中秋連假期間

不妨了解一下臺

南的農業旅遊！

推動農遊，帶動行銷，
實地認識臺南農產，吃得更永續健康

謹 致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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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語

活動日期：9月10日～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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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蔴鑽農坊手做古法 「柚子蔘」暢銷海內外

40	 用讓至親吃好蛋的心養雞
 台美畜牧場以歐規設施生產動物福利蛋

	 柚香排骨、虱目魚幽庵燒、玉子燒

農遊帶動行銷
超前部署帶動農村經濟

中秋月圓人團圓，柚香柚甜麻豆園

品蚵、追鷹、賞樹，秋日臺南山海遊，
來趟生態與風土的秋遊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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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地方特色蓬勃發展。

另為使休閒旅遊更深度化、知識

化、生活化，將延伸永續旅遊軸帶概

念，除了維持既有的特色之外，還要發

掘更多當地文化，讓遊程更豐富多元，

打破以往強調導覽解說、DIY活動、特

色不足的農遊形式，將生態景點及探索

體驗等專業項目導入農業旅遊中，以期

達到綠色、永續旅遊目標，打造臺南特

色農遊行程。

近年來，臺南的農村風景變得不一

樣了。樸實的村莊，加入休閒基因，成

為國旅的新動力；採果、插秧、焢窯、

擠牛奶、抓魚等，以各地區物產及節氣

孕育的當令食材為元素，譜出上百種的

農遊方式，吃、住、玩、買、看，應有

盡有，喚起大家對大自然的嚮往。未來

將以休閒農場、特色農遊場域、休閒農

業區等，結合道之驛鄉村休息站，帶動

在地消費，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產

日本的「道之驛」，具有「休息

機能」、「情報提供機能」以及「區域

連結機能」等3大機能，強調的是「地

方特色」和「地產地銷」；每一家「道

之驛」從建築物到販售的名產都各具特

色、獨一無二，不論是熱門的精品米、

在地栽培的鮮甜水果、螃蟹海鮮，還是

甜點零食，都是當地特有，且產地直銷

的農漁產讓遊客們可以用更實惠的價格

買到更新鮮的美味，藉此吸引旅客慕名

而來。

臺南有許多獨具特色的地方產業

如白河蓮子、東山咖啡、西港胡麻及

麻豆文旦等，在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時，

未來將參考日本「道之驛」之發展模

式，於各交通要點如台3線、台17線或

台19甲線等，設置5處鄉村休息站「道

之驛」，讓南來北往的遊客都能駐足一

遊，買到臺南最優質的農產品，且結合

農特產品展售、農遊資訊服務中心、

電商平台、食農教育據點、在地食材美

食街、都市農園體驗場所及青農聯繫合

作平台等設施於一體，作為農村社區農

產、農遊、農育、食育等人流、物流、

資訊流的整合行銷據點。

道		之		驛		休		息		站

圖
文
／
編
輯
部

南
農
躍
進

佳里區延平
社區採甘蔗

削甘蔗體驗
。

玉井區愛文山社區芒果
窯烤披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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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各區域有不同的自然景觀與

人文特色，東面是群山綿延，發展出芒

果與咖啡等低海拔作物的產業特色。西

有鹽田魚塭，落日紅霞與辛勤的漁民相

對輝映，孕育出結合漁業生態的漁村文

化。北有稻蓮相臨，平坦遼闊的地形搖

曳著稻香與花香。

推廣至今，本市有235個培根社

區，有95個農再社區，為六都第一。

為了讓農村創造更多的商機和價值，推

動農村再生結合產業化、增加在地工作

機會，並極力改善生活環境，吸引年輕

人回鄉從農，改變農村新氣象。未來將

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濟，讓具有

不同區位特性之農村適性發展，以計畫

性及系統性來協助社區作整體發展，以

促使本市農村永續發展。

搭上疫情之下活絡國內旅遊的熱

潮，本市推出「農遊帶動行銷」策略，

四年內，以11個休閒農業區、超過95

個農村再生社區串聯區域農遊軸帶、

結合5處道之驛鄉村休息站及各休閒農

場、特色農遊場域等，創造商機及就業

機會，促進產業及地方發展，發掘更多

在地特色，將自然資源（如濕地）、生

態探索等專業導入農業休閒旅遊中，讓

旅客享受不同以往的農遊體驗。

臺南市幅員相當廣大，不僅是文化

美食與觀光古都，更是臺灣最重要農業

生產基地，休閒農業的資源相當豐富而

多元，從山區到海邊都有深具在地特色

之農產業。以溪南休閒農業區為例，鄰

近台江國家公園具有豐富多元的生態資

源，且因地形多為潮汐灘地、沙洲、潟

湖，沿岸多紅樹林，也是候鳥群聚棲息

地，是臺灣少數以漁業為主的休閒農業

區，更是日本及海外遊客來台旅遊指定

旅遊漁村。溪南休閒農業區的農產主力

除虱目魚、草蝦、白蝦、文蛤、牡蠣等

水產外，也有洋香瓜、紅龍果、番茄、

地瓜、芋頭農作物，提供充滿海味的伴

手禮給到訪的遊客選購。

市長黃偉哲說，傳統農業除了一

級生產、二級加工，發展六級休閒農

業可提升農業產值，發展地方休閒農業

也能帶動地方發展;臺南市現有左鎮光

榮、七股溪南、楠西梅嶺等3個休閒農

業區，都已成立10多年，今年將規劃

東山、後壁、新化、下營4個休閒農業

區。

農		村		再		生		社		區

結									語

休		閒		農		業		區

市長推薦臺 84線農村社區農業體驗遊程。

胡麻採收過程十分繁複，農人將胡麻割拔後，
需在田中束捆堆曬。

玉井區愛文山社區芒果採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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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豐收的季節，臺南是柚子的故鄉，以草生栽培、產銷

履歷的柚子果品，最是相思好物，來一趟麻豆農會超市，品

嘗各式柚子精果加工品，感受不凡的農創魅力；虱目魚更是

臺南的代表，鮮饌的虱目魚冷鏈一條龍，直送超市即拆即煮

即食，吃一口魚鮮，也嚐盡臺南當令風土的好味道；太康有

機農業專區用理念進行栽培管理，並以食農教育示範食在地

吃有機的甜美好滋味。

中秋月圓人團圓，
柚香柚甜麻豆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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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機農業可確保農產品之食安，友

善環境的耕作方式，更保障農業

得以永續經營。臺南市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是全臺首座公設有機專區，不僅栽培

作物品項繁多，近年積極轉型，農友種

植更具經濟價值的茶葉、香茹（風茹）

及何首烏等作物，更引進機械幫助省

工，推行食農教育體驗活動，讓消費者

認識農業、認識有機，更懂得愛護我們

的土地。

作物種類多樣化

設施栽培成長快速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佔地約45公

頃，扣除營運中心、農水路、綠籬、生

態滯洪池等公共設施，生產規模達39

公頃。進駐農友自主成立「太康有機農

業生產合作社」及「柳營蔬菜產銷班第

2班」，產銷班成立迄今已12年，目前

約有農友20多人。因專區水源珍貴，

需水性的水稻每年最多種植一期，另一

期種植旱作作物，以水旱輪作方式對土

壤也比較好。

專區栽培蔬果種類繁多，有露天種

植的瓠瓜、紅茄、秋葵、辣椒、青椒等

蔬菜，也有檸檬、百香果、桑椹、火龍

果、番石榴、香蕉等水果。太康有機農

業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鄭鴻權說，近年

來設施栽培面積已占5分之1，成長很

快，以可週年生產之短期葉菜，以及苦

瓜、小黃瓜、大黃瓜、香瓜等瓜果類作

物為主力，維持穩定的品

質及產量。

十幾年的累積，讓太

康有機農業專區生產的農

產品，進入台塑、永豐餘

生技等有機農產品專賣店

及台灣好農電商平臺；也

獲青綠緣生技公司、碧蘿村有機農場、

升陽農產公司、加洲果菜運銷合作社等

有機蔬果通路商青睞供貨，分級包裝後

再進入全聯、家樂福、Costco等量販通

路，以及北部地區學校午餐團膳食材。

轉作高經濟作物

農產加工為農產品加值

農業經營不容易，有機農業更要

付出加倍的精神與人力，多年來專區已

輪替多批進駐的農友。鄭鴻權是專區成

立之初第一批進駐的元老，堪稱是農友

們的領頭羊，近年尋找有機農業發展利

基，嘗試種植較具經濟價值的作物，包

括適合中低海拔、茶葉適製性廣的「臺

鄭鴻權去年起嘗試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何首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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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農業、認識有機，更懂得愛護我們

的土地。

作物種類多樣化

設施栽培成長快速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佔地約45公

頃，扣除營運中心、農水路、綠籬、生

態滯洪池等公共設施，生產規模達39

公頃。進駐農友自主成立「太康有機農

業生產合作社」及「柳營蔬菜產銷班第

2班」，產銷班成立迄今已12年，目前

約有農友20多人。因專區水源珍貴，

需水性的水稻每年最多種植一期，另一

期種植旱作作物，以水旱輪作方式對土

壤也比較好。

專區栽培蔬果種類繁多，有露天種

植的瓠瓜、紅茄、秋葵、辣椒、青椒等

蔬菜，也有檸檬、百香果、桑椹、火龍

果、番石榴、香蕉等水果。太康有機農

業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鄭鴻權說，近年

來設施栽培面積已占5分之1，成長很

快，以可週年生產之短期葉菜，以及苦

瓜、小黃瓜、大黃瓜、香瓜等瓜果類作

物為主力，維持穩定的品

質及產量。

十幾年的累積，讓太

康有機農業專區生產的農

產品，進入台塑、永豐餘

生技等有機農產品專賣店

及台灣好農電商平臺；也

獲青綠緣生技公司、碧蘿村有機農場、

升陽農產公司、加洲果菜運銷合作社等

有機蔬果通路商青睞供貨，分級包裝後

再進入全聯、家樂福、Costco等量販通

路，以及北部地區學校午餐團膳食材。

轉作高經濟作物

農產加工為農產品加值

農業經營不容易，有機農業更要

付出加倍的精神與人力，多年來專區已

輪替多批進駐的農友。鄭鴻權是專區成

立之初第一批進駐的元老，堪稱是農友

們的領頭羊，近年尋找有機農業發展利

基，嘗試種植較具經濟價值的作物，包

括適合中低海拔、茶葉適製性廣的「臺

鄭鴻權去年起嘗試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何首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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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卿溫室的天窗、循環扇、遮陰網全都

以遙控替代人力調整。賴東卿說，人工

拿竹竿開啟循環扇，兩棟溫室要一個半

小時，自動設施只要20秒。

固定式灑水系統有死角，需要靠人

力補澆灌，賴東卿改良水平式的自動灑

水系統，他還新購買種苗播種機、採收

機等農機，讓機械設計專業的兒子量身

打造農場的設備需求，未來希望菜苗移

植、葉菜採收等工作都能用農機完成。

賴東卿說，省工不是使用了一種機器就

能省工，而是要將生產環節整套連結起

來用機械改善工作效率，才能真正省

工。

食農體驗深耕有機

養成農業後援軍

大面積有機栽培有助

自然生態維護，與各種鳥

類、昆蟲、蛙類及爬蟲類

動物友善共生，專區農友

一直想將這裡的好環境與

人共享，讓消費者認識有

機農業、認識專區，近兩年在農業局之

爭取下遂與農糧署南區分署合作舉辦食

農教育體驗活動。

親子食農體驗於稻米收成及蔬菜種

植品項豐富的11月間舉辦，由小農分

組帶領參與民眾進入田間，認識作物栽

培、生長過程，並親自體驗採收樂趣，

收成的作物讓民眾帶回家外，中午還可

以享用有機農產品製作的佳餚。

柳營蔬菜產銷班第2班班長蘇雪莉

在專區中種植美國吉拉索洋蘆薈，利用

此品種蘆薈高產的蘆薈膠開發蘆薈麵、

蘆薈吸凍等加工產品，並種植紫地瓜、

南瓜、甜菜根等天然色素豐富作物增添

產品豐富性。

蘇雪莉說，專區小農擔任講師，為

參與民眾解說作物栽培生長、營養價值

及如何挑選等知識，除了田間活動，也

有利用稻稈製作「祝年繩」飾品、瓜果

採收保鮮等靜態教學活動，民眾只要負

擔小額農產品體驗費用，即享有吃有玩

還有得拿的體驗，絕對物超所值。食農

體驗每年約有150人至300人參與，獲

得民眾熱情回響，也讓更多消費者認識

有機農產品的好處，更支持有機農業。

茶22號」茶樹，以及機能性成分人蔘

皂苷（Ginsenoside）極為出色的何首

烏。

何首烏利用其根部，種植2年可

採收，鄭鴻權使用美植袋（移植袋）

裝填培養土、有機適用肥料的栽培方

式，可避免農地排水不及、

淹壞何首烏的問題。鄭鴻

權對何首烏開發機能保

健產品充滿期待，他

說，何首烏雖是高經

濟作物，但專區沒有

人會種，因此只好由他

來先行試驗，去年起已栽

培5千株，預計還要再種1.5萬

株。

因專區建置完善的有機生產環

境，農友種植毋須擔心鄰田污染風險，

吸引不少農友進駐，包括年僅30歲、

108年獲選百大青農的林志嘉，以有機

桑椹栽培聞名的「陳稼莊果園」等。

66年次的青農李建儀原本從事慣

行農業栽培水稻，因對有機栽培有興

趣，希望種植澎湖特產作物風茹草，做

保健機能加工應用，但在後壁栽培時遇

到鄰田汙染問題，促使他來到太康有機

專區。現在不只風茹草，李建儀也種玉

米筍、秋葵、辣椒及橙蜜香小番茄等作

物，雖然對有機農業充滿期望，但農村

人力老化，人工缺乏的問題卻始終困擾

著他。

省工機具優化生產流程

農村人力荒

同樣在專區經營多年的農友賴東

卿專門做溫室短期葉菜栽培，他的溫室

規模廣達3.2公頃，雇工已多達18人，

但他也有人力短缺的問題。農場從播

種、育苗、定植、採收到包裝一貫化的

生產流程，仍有延遲問題發生，賴東卿

說，多雇3、4人沒問題，但員工薪水

付完、明年還要繼續付，他寧可維持現

有員工數，以機械來優化生產流程。

在賴東卿的農場裡，有育苗機育

苖，一次可播種128孔的的穴盤；傳統

整地作畦靠人工用耕耘機慢慢推，他用

「整型機」開過去一個菜畦就完成了；

溫室氣溫高容易讓作物產生熱障礙，賴

蘇雪莉種植吉拉索洋蘆薈，製作蘆薈麵、
蘆薈吸凍等加工商品。

上圖： 李建儀進駐太康有機專區栽培風菇草，現也種玉米、
辣椒等作物。

下圖： 賴東卿種植短期葉菜的溫室高達 3.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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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卿溫室的天窗、循環扇、遮陰網全都

以遙控替代人力調整。賴東卿說，人工

拿竹竿開啟循環扇，兩棟溫室要一個半

小時，自動設施只要20秒。

固定式灑水系統有死角，需要靠人

力補澆灌，賴東卿改良水平式的自動灑

水系統，他還新購買種苗播種機、採收

機等農機，讓機械設計專業的兒子量身

打造農場的設備需求，未來希望菜苗移

植、葉菜採收等工作都能用農機完成。

賴東卿說，省工不是使用了一種機器就

能省工，而是要將生產環節整套連結起

來用機械改善工作效率，才能真正省

工。

食農體驗深耕有機

養成農業後援軍

大面積有機栽培有助

自然生態維護，與各種鳥

類、昆蟲、蛙類及爬蟲類

動物友善共生，專區農友

一直想將這裡的好環境與

人共享，讓消費者認識有

機農業、認識專區，近兩年在農業局之

爭取下遂與農糧署南區分署合作舉辦食

農教育體驗活動。

親子食農體驗於稻米收成及蔬菜種

植品項豐富的11月間舉辦，由小農分

組帶領參與民眾進入田間，認識作物栽

培、生長過程，並親自體驗採收樂趣，

收成的作物讓民眾帶回家外，中午還可

以享用有機農產品製作的佳餚。

柳營蔬菜產銷班第2班班長蘇雪莉

在專區中種植美國吉拉索洋蘆薈，利用

此品種蘆薈高產的蘆薈膠開發蘆薈麵、

蘆薈吸凍等加工產品，並種植紫地瓜、

南瓜、甜菜根等天然色素豐富作物增添

產品豐富性。

蘇雪莉說，專區小農擔任講師，為

參與民眾解說作物栽培生長、營養價值

及如何挑選等知識，除了田間活動，也

有利用稻稈製作「祝年繩」飾品、瓜果

採收保鮮等靜態教學活動，民眾只要負

擔小額農產品體驗費用，即享有吃有玩

還有得拿的體驗，絕對物超所值。食農

體驗每年約有150人至300人參與，獲

得民眾熱情回響，也讓更多消費者認識

有機農產品的好處，更支持有機農業。

茶22號」茶樹，以及機能性成分人蔘

皂苷（Ginsenoside）極為出色的何首

烏。

何首烏利用其根部，種植2年可

採收，鄭鴻權使用美植袋（移植袋）

裝填培養土、有機適用肥料的栽培方

式，可避免農地排水不及、

淹壞何首烏的問題。鄭鴻

權對何首烏開發機能保

健產品充滿期待，他

說，何首烏雖是高經

濟作物，但專區沒有

人會種，因此只好由他

來先行試驗，去年起已栽

培5千株，預計還要再種1.5萬

株。

因專區建置完善的有機生產環

境，農友種植毋須擔心鄰田污染風險，

吸引不少農友進駐，包括年僅30歲、

108年獲選百大青農的林志嘉，以有機

桑椹栽培聞名的「陳稼莊果園」等。

66年次的青農李建儀原本從事慣

行農業栽培水稻，因對有機栽培有興

趣，希望種植澎湖特產作物風茹草，做

保健機能加工應用，但在後壁栽培時遇

到鄰田汙染問題，促使他來到太康有機

專區。現在不只風茹草，李建儀也種玉

米筍、秋葵、辣椒及橙蜜香小番茄等作

物，雖然對有機農業充滿期望，但農村

人力老化，人工缺乏的問題卻始終困擾

著他。

省工機具優化生產流程

農村人力荒

同樣在專區經營多年的農友賴東

卿專門做溫室短期葉菜栽培，他的溫室

規模廣達3.2公頃，雇工已多達18人，

但他也有人力短缺的問題。農場從播

種、育苗、定植、採收到包裝一貫化的

生產流程，仍有延遲問題發生，賴東卿

說，多雇3、4人沒問題，但員工薪水

付完、明年還要繼續付，他寧可維持現

有員工數，以機械來優化生產流程。

在賴東卿的農場裡，有育苗機育

苖，一次可播種128孔的的穴盤；傳統

整地作畦靠人工用耕耘機慢慢推，他用

「整型機」開過去一個菜畦就完成了；

溫室氣溫高容易讓作物產生熱障礙，賴

蘇雪莉種植吉拉索洋蘆薈，製作蘆薈麵、
蘆薈吸凍等加工商品。

上圖： 李建儀進駐太康有機專區栽培風菇草，現也種玉米、
辣椒等作物。

下圖： 賴東卿種植短期葉菜的溫室高達 3.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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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節吃文旦柚，一定會想到臺南市麻豆區的文

旦，不只因為這裡是「麻豆文旦」品種的發源

地，是國內最早上市、面積最大的產區，更因為臺南擁

有長時間的日照，讓果樹醞釀累積充足的養分，文旦品

質最好。

臺南麻豆的文旦果園絕大多數採用草生栽培，為

土壤保濕、增加有機質，改善果園微氣候環境，有的農

民甚至在果園中放養雞隻，用雞除蟲，

雞隻排泄還能為土壤添肥；樹下種植草

花，吸引天敵昆蟲抑制果樹害蟲。這樣

和諧、趨近自然的果園管理方式，有助

農藥減量施用，文旦品質更穩定。

麻豆區農會總幹事孫慈敏表示，麻

豆區文旦約有7成取得產銷履歷驗證，

因臺灣其他縣

市也種「麻

豆文旦」，農會推動

「產地團體標章」，

認證由麻豆生產、上過講習課程及甜度

10度以上的果品，讓消費者知道產銷

履歷、產地團體標章雙認證，就是最高

品質的文旦。她說，農友會將文旦逐顆

套袋、貼紙膠帶防曬，因為麻豆果農是

把文旦當精品在栽培。

履歷、產地標章雙認證

精緻管理把文旦當精品

農委會農糧署統計，麻豆區文旦栽

培面積約850公頃，占全國文旦栽培面

積5分之1以上。文旦一般在農曆「白

露」前後10天是採收期，果實採收後

還要放置5至10天「辭水」，讓果肉軟

化、轉甜，文旦才會好吃。臺南氣候較

熱，一般都是白露前10天採收，正好

供應節前消費需求。

除了文旦柚，臺南還有紅柚、大白

柚，種植面積大約各有100公頃，產季

接續著文旦、從9月底相繼登場，因非

節慶送禮水果，又正面遇上柑橘產季，

以往較受冷落，但這兩種柚類水果品質

好、營養豐富，麻豆農會近幾年也積極

推廣文旦農轉作，鼓勵消費者將紅柚、

白柚當飯後水果。

麻豆文旦價格好，近幾年農民種

植面積仍持續增加，但新栽種的「新

臺南麻豆是指標性的文旦柚產地，麻豆區農會總幹事孫慈敏
肩負產銷平衡的重責大任。

麻豆文旦除了鮮食，近年農友也開發出許多加工產品，
如柚子果醋，拓展文旦柚子多元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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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節吃文旦柚，一定會想到臺南市麻豆區的文

旦，不只因為這裡是「麻豆文旦」品種的發源

地，是國內最早上市、面積最大的產區，更因為臺南擁

有長時間的日照，讓果樹醞釀累積充足的養分，文旦品

質最好。

臺南麻豆的文旦果園絕大多數採用草生栽培，為

土壤保濕、增加有機質，改善果園微氣候環境，有的農

民甚至在果園中放養雞隻，用雞除蟲，

雞隻排泄還能為土壤添肥；樹下種植草

花，吸引天敵昆蟲抑制果樹害蟲。這樣

和諧、趨近自然的果園管理方式，有助

農藥減量施用，文旦品質更穩定。

麻豆區農會總幹事孫慈敏表示，麻

豆區文旦約有7成取得產銷履歷驗證，

因臺灣其他縣

市也種「麻

豆文旦」，農會推動

「產地團體標章」，

認證由麻豆生產、上過講習課程及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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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麻豆是指標性的文旦柚產地，麻豆區農會總幹事孫慈敏
肩負產銷平衡的重責大任。

麻豆文旦除了鮮食，近年農友也開發出許多加工產品，
如柚子果醋，拓展文旦柚子多元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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欉」果實品質不比「老欉」穩定，消費

市場偏好果型較小的老欉勝過果型較大

的新欉；若遇到盛產，大果又紛紛進入

市場，就可能讓文旦價格低落。孫慈敏

說，農會向新栽果園收購柚花，要求全

區不用農藥，整區柚花收購加工，若花

朵拔不完結了小果，小果也收來加工，

不讓新欉文旦進入市場影響價格。

發展格外品加工產品

再創千萬年產值

麻豆農會多年前即利用文旦格外品

加工，近幾年開發出的加工產品種類更

呈爆炸性成長，有清潔使用的洗髮精、

沐浴露及肥皂，有吃的柚子香腸、柚香

和風沾醬，喝的蜂蜜柚子茶、柚花咖

啡、柚花紅茶，以及零食柚子冰淇淋、

蜂蜜柚子爆米花、柚子蔘、梅柚片兒

等。

農委會從前年起輔導地方收購大果

做加工，麻豆農會兩年來分別收購81

萬、36萬公斤，「果皮做梅柚片兒，

果肉就做醬」；孫慈敏說，這兩年會繼

續開發柚花做化妝水，美白、保濕效果

好，柚子皮提煉精油延伸應用更廣，農

會也尋求與超商合作，要賣季節限定文

旦果肉及柚香沾醬做蔬菜沙拉。

談起文旦加工，孫慈敏的創意想

法就停不下來。麻豆農會申請成立農產

品初級加工場，已發包出去，預計年底

可完工，未來希望生產精油、果肉、果

皮等原料，供加工業者進一步應用。目

前農會加工產品年產值約有2、3千萬

元，仍持續成長當中。

文旦規格大約分成4級，1級最大

果、4級最小果，都會收購做加工，孫

慈敏說，農會的責任就在幫農民處理價

格低的果品，去做技術門檻高的加工，

2、3級果品農民自己賣。

麻豆文旦外銷占一成

價格已相當國內行情

麻豆文旦也外銷中國大陸、香港、

新加坡、加拿大及日本等地，主打當地

華人市場，每年中秋節前，貿易商也會

來到麻豆採購，麻豆文旦這幾年外銷價

格每臺斤甚至可賣到7、80元，已與國

內行情相當。麻豆地區文旦外銷量大約

占產量1成。

孫慈敏表

示，文旦外銷

農會主要扮演協助的

角色，貿易商會主動

接洽農友，農會可支援人力、場域或冷

藏設備；除非老農不懂得怎麼賣，農會

也會收購來外銷，但農會收購會要求有

產銷履歷、品質夠好的果品，以高於市

價收購，若是品質不佳果品就只能以加

工果價格收購。

農會超市專區供青農展售

農會與農民共好

麻豆是全臺文旦產季最早的產區，

開市價格具有指標意義，因此麻豆農會

多年來努力透過外銷、收購格外品加

工，維繫市場文旦價格，希望保障柚農

收入。

來到臺南拜訪麻豆區農會超市，可

以買到農會開發各種加工產品，超市去

年獲台灣設計研究院「金點設計獎」，

購物環境時尚文青的風格，更讓它成為

熱門打卡景點。超市中除了販售麻豆在

地農產品，也設置小農專區，提供各

地、不只是麻豆區的小農展售農產品。

麻豆在地青年柚農也會自行開發文

旦柚加工品，但因產品項目多少與農會

產品類似，怕互相競爭，青農過去不敢

尋求農會通路販售，但農會也在超市中

設置專區讓青農擺售，孫慈敏說，因為

農會希望與大家一起共好。

上圖： 麻豆的文旦果園大多為草生栽培管理，有的還放雞隻，
用雞除蟲。

下圖： 麻豆區農會超市特地設置專區，讓青農擺售加工商品。麻豆區農會開發多樣化的文旦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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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在地青年柚農也會自行開發文

旦柚加工品，但因產品項目多少與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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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學甲是虱目魚的產區，十年前

原本與妻子吳素雯從事皮包生意

的洪志民，返鄉接手岳父的虱目魚養殖

產業，成立鮮饌公司及品牌，不但進行

契作及混養虱目魚、白蝦和草魚，還以

一條龍的虱目魚加工冷鏈，從分切、包

裝、冷藏到通路端上市，並且成功打進

全聯超市，站穩虱目魚的冷凍魚鮮市

場，並且還積極研發出調理包以港式醬

燒口味的虱目魚肚，要讓消費者愛上吃

虱目魚。

六年級前段班的洪志民表示，鮮

饌目前自有30甲的虱目魚塭，皆取得

產銷履歷認證，加上契作將近2百甲魚

塭，由於採取虱目魚、白蝦和草魚混

養的方式，魚池自成一個生態系，不

但可以清潔池中水體，魚蝦也不容易

生病，再者以不用藥的理念，產品都

有通過檢驗合格，並且取得HACCP、

ISO2200和FSC22000（食品安全系統

驗證標準）。洪志民強調，鮮饌的食

品加工場採取一貫化作業程序，從魚

塭起魚開始，就進入全程冷鏈，透過

初級的分切再到調理包裝，並且以零

下30度C的低溫急速冷凍，確保魚鮮的

冷藏管理，再用冷凍車直送倉儲至超

市上架。

生態養殖法自成優質養殖環境

洪志民特別介紹契作的虱目魚生態

養殖法，先以池底曬土，再透過數種魚

鮮饌以虱目魚加工冷鏈一
條龍，將新鮮的虱目魚直
送消費者手中。虱目魚刀
手熟練的搧肚也保持鮮度
（上圖），肥美的虱目魚
肚最是臺南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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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且還積極研發出調理包以港式醬

燒口味的虱目魚肚，要讓消費者愛上吃

虱目魚。

六年級前段班的洪志民表示，鮮

饌目前自有30甲的虱目魚塭，皆取得

產銷履歷認證，加上契作將近2百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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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再者以不用藥的理念，產品都

有通過檢驗合格，並且取得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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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標準）。洪志民強調，鮮饌的食

品加工場採取一貫化作業程序，從魚

塭起魚開始，就進入全程冷鏈，透過

初級的分切再到調理包裝，並且以零

下30度C的低溫急速冷凍，確保魚鮮的

冷藏管理，再用冷凍車直送倉儲至超

市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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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法，先以池底曬土，再透過數種魚

鮮饌以虱目魚加工冷鏈一
條龍，將新鮮的虱目魚直
送消費者手中。虱目魚刀
手熟練的搧肚也保持鮮度
（上圖），肥美的虱目魚
肚最是臺南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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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混養，如白蝦、草魚，讓池中形成獨

立食物鏈生態，並且降低放養密度，擴

大魚蝦活動空間，提高投擲飼料的食用

度。洪志民強調，養殖過程不添加任何

藥物，並適時添加天然益生菌，使魚池

不淤積飼料，達到維持水質底土的健康

環境，而水質採用半鹹水的生態工法，

也讓魚肉無土味。

一條龍加工平均日出上萬尾虱目魚

洪志民強調，臺南市農業局透過

「虱目魚季」的行銷活動，不但讓消費

者更加認識現代化的虱目魚養殖技術，

舉辦虱目魚料理及試吃活動，也能推廣

虱目魚的食用，對於虱目魚產業著力甚

深。

洪志民介紹導覽虱目魚的加工生

產鏈，進入廠區內都無甚魚腥味，地上

也都保持十分乾燥，而一條虱目魚從冰

藏櫃下車進場，減少觸摸要經過去鱗機

以高壓水柱去除魚麟，再斬頭去尾，透

過刀手「搧肚」剖出完整的虱目魚肚，

再切出魚柳，魚頭魚腸內臟魚骨則可碾

製成魚粉，做成飼料，可說是「全魚利

用」毫不浪費。

觀察生產線上熟練的刀手以俐落

的兩刀來回，「二刀流」的虱目魚「搧

肚」技術，平均切下一片完整的魚肚大

概只要花5至10秒，厲害的刀手可貴之

處，就是要以手工切出最大面積的魚

肚，不浪費食材，這也是整個生產鏈

唯一無法以機器代勞的工作，只見俐落

的刀手，手起刀下就切出一片完整的魚

肚，工作一天下來，甚至可以處理數千

片的魚肚。

鮮饌工廠的生產線平均一天可以

處理將近萬尾的虱目魚，一條魚從分切

到包裝只要三分鐘，產值量大穩定，由

於固定上架連鎖超市，並且試探美國市

場，投入將近3億元的自動化廠房設備

迅速回收。

濕式熟成法增添虱目魚風味

由於主要供應超商通路，鮮饌也

用貼體包裝法，以熱收縮膜包持鮮度，

還有易攜帶及減少血水的好處，並且以

「濕式熟成法」透過低溫保存，以自然

酵素軟化肉質纖維，讓鮮饌的虱目魚肚

口感更細嫩，沒有酸味。

洪志民還端出最近研發出的港式醬

燒虱目魚肚，透過事先特調的港式醬汁

醃製魚肚，有別於一般市面上，虱目魚

肚調理包是以破布子或鳳梨豆醬口味，

特意打出不同的行銷策略，讓消費者買

回家，只要加熱煮熟，就可以馬上享用

一道特殊風味的港式醬燒虱目魚肚，十

分迅速方便。

洪志民強調，臺南是虱目魚的故

鄉，8月正是虱目魚最肥美的季節，去

年則以中秋烤肉也可以烤虱目魚為主打

促銷訴求，虱目魚富含DHA，營養價值

高，現在超市都買得到新鮮好吃的鮮饌

虱目魚，消費者可以把握當令多多選

購。

另外對於臺南市秋冬季大量產出養

殖漁產，洪志民認為需要各水產加工廠

一起收購處理，同時期望市府儘速完成

將軍水產冷鏈物流中心設置，除維持產

銷平衡，並建構產業策略聯盟，一起拓

展水產通路。

洪志民與吳素雯夫妻經營鮮饌水產加工事業有成，成功打進連鎖超市通路。

鮮饌也有契作草蝦的水產品。 鮮饌的草魚以貼體式包裝，讓消費
者可以買到新鮮的魚貨。

鮮饌的港式醬燒
虱目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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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趟生態與風土的秋遊散策

遊於農

三股社區「蚵學教室」小旅行，遊人最適穿街走巷品味在地

社區的養蚵文化，剝蚵烤蚵串蚵殼，嚐一口大海的鮮美，

DIY 文創商品，也在臺南近海一帶感受討海文化的豐饒；來

到新化淺山一帶，西拉雅部落的守護鳥大冠鷲正在空中盤

旋，長期觀察紀錄大冠鷲生態的萬俊明導演，對於大冠鷲

的一生如數家珍，聽他說一段大冠鷲與西拉雅部落的深層連

結，體悟人與自然互動的謙卑；再唱一段歷史思想起，曾文

溪流域先民栽榕祭江，聽耆老講樹王公大戰青瞑蛇，走訪巨

榕老樹的風土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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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七股區是全臺最西邊的行政區，因為靠海，從

很久以前曬鹽、養殖產業就很發達，除了有知名的七股鹽

山，更是臺灣虱目魚養殖重鎮。三股社區是七股區裡的一

個小村落，居民兼營農、漁業，養蚵之餘也種種紅蔥頭，

七成的漁業與三成的農業，顯現居民靠海吃海之餘，仍在

近海鹽鹼地辛勤農耕地拚搏精神。

三股社區發展協會以在地的養蚵產業為核心，開發

「蚵學教室」小旅行，只要半天時間，步行一圈僅約800

公尺遊程，親子遊客只要穿街走巷，只要半天時間，就能

走訪在地的古井、香舖、碾米工廠，以及剝蚵、串蚵殼、

曬紅蔥頭等農漁產業活動，體驗到這個

農漁小村落的魅力。

有農有漁

「蚵學教室」盡顯農漁村特色

在「蚵學教室」的漁村導讀中，走

入社區親自感受沿海居民的日常，村子

隨處可見四、五位歐巴桑聚集，辛勤地

為身旁一簍簍的蚵殼「剝蚵」，拿著蚵

鋟的手，快速的剖開蚵殼，挖出新鮮的

蚵，一氣呵成的熟練，令人嘆為觀止。

不只「剝蚵」，涼亭下阿桑為蚵殼打

洞，拿黑色尼龍繩「串蚵殼」，為製作

蚵架做準備，也是漫步在三股社區中常

見的漁村日常。

關於蚵的生態與養蚵，在「蚵學

教室」裡會導覽三股的養蚵歷史、不同

的養殖方式及養殖環境，說明蚵仔（牡

蠣）的種類及部位特徵等知識。除了體

驗漁村日常與蚵的知識外，還可以親自

體驗蚵殼打洞，嘗試用蚵鋟剝蚵，吃烤

鮮蚵與用蚵殼製作獨特的盆栽，是親子

遊的好去處。

除了蚵的漁村產業，三股社

區也有豐富的農村產業，社區

種植了許多的紅蔥頭，每年

二、三月採收後，社區粉絲

頁「三股旅歷」的臉友們最

引頸期盼的就是社區以自製

豬油用小火慢慢將紅蔥頭炸成

金黃色，炸出的油蔥酥還帶有一點

甜味，適合滷肉或拌麵、拌青菜，都相

當好吃，是廚房裡少不了的古早味。

「三股」地名來自拓墾史

信仰多元彰顯移民漁村特色

在「蚵學教室」走訪社區的過程

中，不只看到三股社區的農漁村產業文

化，還可以看到臺灣早期移民開墾的歷

史痕跡。例如三股社區的地名由來與

臺南七股養殖業發達，三股社區街巷就是「蚵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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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採收後，社區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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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炸出的油蔥酥還帶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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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來自1823年（清道光3年）連下

幾日的大雨，一夕之間人稱「青瞑蛇」

的曾文溪將臺江內海沖積形成陸地。新

生陸地吸引內陸居民往外拓墾，居民合

股開墾，三人合股便留下「三股」的地

名。

臺灣早期移民開墾歷史常見發展出

「王爺信仰」，曾文溪流域即盛行「王

船祭」，王船三支桅桿上有象徵富貴吉

祥的鯉魚，更衍伸出鯉魚公信仰。「蚵

學教室」小旅行以當地信仰中心、主祀

天上聖母媽祖的「龍德宮」為起點，步

行一分鐘便到達社區居民早期取水的

「呷水堀」──「鯉魚池」，讓遊客認

識當地多元的信仰文化。

三股社區發展協會專案經理王弼

主說，鯉魚池曾在有自來水的年代一度

荒廢，但經請示媽祖，獲允建鯉魚雕

像，社區每年5月會舉行鯉魚公祭典，

居民會將家中用紙糊的小鯉魚公請出來

到鯉魚池一同祭祀，每3年還要回到代

表鯉魚穴的西港慶安宮參加「西港刈

香」，再請回來。想要赴試尋求「鯉躍

龍門」，或是經商求財，均適合拜鯉魚

公，讓人看見此信仰可愛的一面。

除了鯉魚公信仰，「蚵學教室」

途經村中的香舖，不同於現代的電腦輸

出，保有傳統複印生肖圖案的圖章，可

讓遊覽民眾選印自己的生肖圖案留念，

並從導覽中認識到這樣的信仰文化。

半日遊意猶未盡

臺十七線農村社區特色遊程大串聯

除了「蚵學教室」外，三股社區還

以日治時期媽祖庇佑村民，某天告知村

民不要出海，隨即發生空襲的傳說為概

念，發想設計出一套桌遊，可透過大地

遊戲的方式，在社區的不同景點闖關，

透過解答過程認識每個景點的文史背景

及典故，益智又有趣。這樣的遊玩方式

適合青年遊客，可以吸引到不同於親子

遊客的旅遊族群。

除了體驗活動外，社區更從漁村

文化發想開發漁網提袋、蛤蜊殼飾品及

DIY手作包等文創商品，富含文化意義

及紀念價值，讓有文青氣息的遊客愛不

釋手。

像三股社區「蚵學教室」這樣的

農村小旅行，通常只會花費到半天的時

光，為便利遊客規劃行程，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盤點了臺十七線沿線社區的旅遊

資源，期望發展遊程軸帶，以「農遊帶

動行銷」，方便遊客上下午搭配在不同

農漁村社區遊玩，組合安排兩天一夜遊

程也沒問題。

在地青年建「三股旅歷品牌」

推廣七股農漁特產

農村社區人口嚴重外移，產業也

逐漸凋零，王弼主近年與三股當地青年

合作，在社區發展協會之外創立「三股

旅歷」品牌，運用自己所學專長，提供

客製化遊程規劃服務，推廣在地農漁特

產，品牌LOGO由斗笠、休閒草帽及漁

夫帽三種帽子剪影構成，清楚顯示其以

農業、休閒旅遊及漁業為核心的理念。

七股有鹽山是最被遊客認知的刻板

印象，雖然七股養殖漁業很發達，但七

股海鮮卻沒有相稱的知名度，三股旅歷

現正規劃「魚塭上的餐桌」計畫，希望

以創新料理方式結合花藝擺盤呈現七股

的海鮮料理，可以讓七股的海鮮能擴散

讓不同族群知道。

王弼主說，七股在地有營造自己品

牌的青年養殖漁民，以純海水養殖，漁

獲品質好但成本高，面對大盤商收購，

漁獲卻被與其他淡水養殖漁獲一視同

仁，因此希望未來藉由他們的推廣，為

七股海鮮加值。遊客來七股玩也不妨試

試這裡的海鮮。

1 2 3

①早期祭改發會用到的生育替身紙人，是以木質的印章複印生肖圖樣。

②鯉魚池旁的古井是早年居民，民生用水的來源。

③ 「三股旅歷」品牌 logo 是由斗笠，休閒草帽
及漁夫帽三種帽子剪影組成。

三股社區發展協會從漁村文化發現製作的蛤蠣殼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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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悠～忽悠～忽忽忽悠～～」畢生

以追逐大冠鷲為志業的萬俊明導

演以清亮的口技模仿起大冠鷲的鳴唱，

他說：「大冠鷲應該是最喜歡唱歌的鳥

類，尤其是求偶鳴叫，就像是我們西拉

雅平埔族原住民一樣愛唱歌，所以大冠

鷲可以說象徵是我們西拉雅的部落鳥，

盤旋在棲居之地守護著西拉雅族人。」

一身黝黑精瘦的萬俊明導演長期

居於西拉雅大目降(新化舊稱)，在家中

經營的「綠谷西拉雅」講述對於生態攝

影的執著奉獻，對攝影有著一份天生的

愛好，自學起家，原本是業餘的婚禮攝

影，但對於自然紀錄逐漸著迷，索性

辭去工作，專職進行西拉雅地區的生態

調查，從最早的簡單器材開始拍鳥，剛

開始以「集郵」的方式蒐集圖鑑鳥種為

樂，漸漸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拍攝已無法

滿足，萬俊明說：「我想以一個自然觀

察者自居，攝影是一個工具，應該是讓

我更瞭解及親近土地的方式。」

為更瞭解自己生活的土地及文化

歷史，就這麼義無反顧踏上了生態攝影

這條不歸路，轉而進行沈浸式紀錄，從

家鄉周圍的大冠鷲開始，萬俊明說：

「當初花在攝影器材上的錢不知凡幾，

還用土砲的方式，改造望遠鏡頭，甚至

我家光是腳架應該有30幾隻，最後還

用上偽裝帳棚，就是為了和大冠鷲更親

近。」

投注精力詳實紀錄大冠鷲生命史

萬俊明花了20幾年投注在紀錄部

落淺山一帶的大冠鷲族群，完成了《西

拉雅追鷹人》的紀錄片，他說：「這裡

萬俊明導演長期紀錄新化淺山西拉雅部落一帶的大冠鷲生態。

「
西
拉
雅
追
鷹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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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全臺大冠鷲族群最密集之處，

每隔3百公尺就有一個巢，最多曾有10

至15個大冠鷲的棲地，但遊客不懂大

冠鷲的習性，常用吼叫的方式，干擾大

冠鷲的生活。」

從大冠鷲求偶、築巢、繁殖、下

蛋、育雛到離巢，全都完整記錄，萬俊

明說：「大冠鷲最優美的飛行狀態，

就是順著氣流展翅向上，然後在空中盤

旋，有時也會看到兩隻大冠鷲似在求

偶，飛在空中對爪，然後又快速分離飛

開，十分賞心悅目，大冠鷲又被稱為蛇

鷹，就是因為很喜歡抓蛇吃蛇，我拍過

大冠鷲補叼過各種蛇類，尤其是餵食雛

鷹的畫面，更令我感動。」

除了追鷹，萬俊明近年更投入紀錄

草鴞的工作，他估量全臺草鴞的族群約

只剩3至5百隻，萬俊明幾乎是用生命

在拍攝紀錄，草鴞的棲地開闊，在戶外

作業十分容易中暑，還可能遭遇雷擊。

萬俊明說起拍攝的過程，兩次差點失去

生命，因為草鴞的棲地難覓，加上地勢

惡劣，兩次都因為在野外騎著越野車尋

鳥，出了嚴重的車禍，就算這樣也沒能

打擊他紀錄草鴞的使命。

保育類草鴞棲地面臨生態危機

「原本草鴞是以白茅草為巢棲息，

但近來族人已不蓋茅草屋，沒有白茅草

的需求，加上外來種美洲含羞草入侵，

加快白茅草消失速度，對草鴞棲地帶來

很大影響；年底草鴞繁殖期草

原常會莫名起火，造成草鴞的

巢穴燒毀，連我架好的戶外攝

影機也燒壞，連月來紀錄的草

鴞生活影片都付之一炬；另

外因為草鴞以齧齒類為主

食，慣行農法使用的滅鼠

藥，也間接導致草鴞捕食吃了滅鼠藥的

老鼠二次中毒而死亡。」。

闡述著草鴞生存的困境，萬俊明拿

起被火焚過的草鴞蛋，眼裡略過一抹哀

傷，語氣有些哽咽，他說：「草鴞的保

育刻不容緩，人為的開發及耕作方式是

草鴞最大的敵人，還有草鴞棲地旁的鳳

梨田，投放老鼠藥都是威脅，應該比照

老鷹紅豆，也要有草鴞鳳梨，宣導不用

滅鼠藥，因為草鴞也能補鼠。」

「阿嘟拉嘟拉～」再度模仿起草

鴞的叫聲，聲末還有彈舌音，萬俊明說

明，草鴞晝伏夜出，往往只有聽過其叫

聲而不見蹤影，「比起大冠鷲，草鴞與

西拉雅族裔的關係應該更密切，草鴞的

西拉雅語發音就是近似阿嘟拉嘟拉，以

鳴叫聲命名。另外，草鴞的棲地只選有

白茅草的開闊地，而西拉雅傳統建築形

式則以白茅草蓋屋為特色。」

長期跟拍大冠鷲與草鴞，投入西拉

雅族群正名運動的萬俊明，將在地部落

的生態觀察及記錄，與他的西拉雅文化

復振結合，他說：「我的攝影初衷就是

以生態保育為出發，希望落實尊重生命

及弱勢的理念。」

1 3

2

4

①草鴞築巢下蛋的影像十分珍貴。

②草鴞育雛的畫面是難得的生態影像。

③ 草鴞的棲地白茅草原因為人為火焚而破壞。

④萬俊明說起被火焚的草鴞卵十分不捨。

萬俊明導演近年投入觀察草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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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全臺大冠鷲族群最密集之處，

每隔3百公尺就有一個巢，最多曾有10

至15個大冠鷲的棲地，但遊客不懂大

冠鷲的習性，常用吼叫的方式，干擾大

冠鷲的生活。」

從大冠鷲求偶、築巢、繁殖、下

蛋、育雛到離巢，全都完整記錄，萬俊

明說：「大冠鷲最優美的飛行狀態，

就是順著氣流展翅向上，然後在空中盤

旋，有時也會看到兩隻大冠鷲似在求

偶，飛在空中對爪，然後又快速分離飛

開，十分賞心悅目，大冠鷲又被稱為蛇

鷹，就是因為很喜歡抓蛇吃蛇，我拍過

大冠鷲補叼過各種蛇類，尤其是餵食雛

鷹的畫面，更令我感動。」

除了追鷹，萬俊明近年更投入紀錄

草鴞的工作，他估量全臺草鴞的族群約

只剩3至5百隻，萬俊明幾乎是用生命

在拍攝紀錄，草鴞的棲地開闊，在戶外

作業十分容易中暑，還可能遭遇雷擊。

萬俊明說起拍攝的過程，兩次差點失去

生命，因為草鴞的棲地難覓，加上地勢

惡劣，兩次都因為在野外騎著越野車尋

鳥，出了嚴重的車禍，就算這樣也沒能

打擊他紀錄草鴞的使命。

保育類草鴞棲地面臨生態危機

「原本草鴞是以白茅草為巢棲息，

但近來族人已不蓋茅草屋，沒有白茅草

的需求，加上外來種美洲含羞草入侵，

加快白茅草消失速度，對草鴞棲地帶來

很大影響；年底草鴞繁殖期草

原常會莫名起火，造成草鴞的

巢穴燒毀，連我架好的戶外攝

影機也燒壞，連月來紀錄的草

鴞生活影片都付之一炬；另

外因為草鴞以齧齒類為主

食，慣行農法使用的滅鼠

藥，也間接導致草鴞捕食吃了滅鼠藥的

老鼠二次中毒而死亡。」。

闡述著草鴞生存的困境，萬俊明拿

起被火焚過的草鴞蛋，眼裡略過一抹哀

傷，語氣有些哽咽，他說：「草鴞的保

育刻不容緩，人為的開發及耕作方式是

草鴞最大的敵人，還有草鴞棲地旁的鳳

梨田，投放老鼠藥都是威脅，應該比照

老鷹紅豆，也要有草鴞鳳梨，宣導不用

滅鼠藥，因為草鴞也能補鼠。」

「阿嘟拉嘟拉～」再度模仿起草

鴞的叫聲，聲末還有彈舌音，萬俊明說

明，草鴞晝伏夜出，往往只有聽過其叫

聲而不見蹤影，「比起大冠鷲，草鴞與

西拉雅族裔的關係應該更密切，草鴞的

西拉雅語發音就是近似阿嘟拉嘟拉，以

鳴叫聲命名。另外，草鴞的棲地只選有

白茅草的開闊地，而西拉雅傳統建築形

式則以白茅草蓋屋為特色。」

長期跟拍大冠鷲與草鴞，投入西拉

雅族群正名運動的萬俊明，將在地部落

的生態觀察及記錄，與他的西拉雅文化

復振結合，他說：「我的攝影初衷就是

以生態保育為出發，希望落實尊重生命

及弱勢的理念。」

1 3

2

4

①草鴞築巢下蛋的影像十分珍貴。

②草鴞育雛的畫面是難得的生態影像。

③ 草鴞的棲地白茅草原因為人為火焚而破壞。

④萬俊明說起被火焚的草鴞卵十分不捨。

萬俊明導演近年投入觀察草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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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市台江一帶，雖然因為內陸

化，但是早年河流氾濫，衍生許

多民間信仰和種樹止水煞有關，尤其安

南、西港區因先民開墾拓殖的信仰，庄

頭種植榕樹防堵曾文溪的氾濫，而有

「栽榕祭溪」的歷史演進過程，台江一

帶曾文溪兩旁的聚落，也留有許多參天

古榕的遺跡，巨樹成蔭，老樹庇佑，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走一趟台江

古榕老樹之旅，也能體會當地的文化風

情和歷史風土。

在地耆老與從事文史工作及擔任社

區大學講師高凱俊，帶我們來到安南區

內公學路四段的十二佃神榕(珍貴樹木

編號266)，此處古榕參差，漫步其中特

別能發思古之幽情，高凱俊老師講解，

十二佃神榕位於曾文溪畔，由於曾文溪

以往有著青暝蛇的稱號，常常改道發生

水患，在百年前當地居民種了一棵象徵

鎮壓水患的榕樹，日後大樹成林，十二

佃榕樹生長的面積後來居然廣達3千多

坪，有如一座小森林般的壯觀。

十二佃神榕園區內榕樹氣根盤根

錯節十分有特色，行走其中，欣賞各種

不同造型的樹體成為一種樂趣，長年下

來受到當地居民的敬仰，也稱為神榕

或松王公，與園區內武聖廟的關聖帝君

同享香火，每月農曆初一、十五，附近

的居民便會帶著身體較為虛弱的孩子前

來參拜松王公，祈求身體強壯、病痛遠
學甲寮堤防上的大榕樹是為了民間信仰而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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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市台江一帶，雖然因為內陸

化，但是早年河流氾濫，衍生許

多民間信仰和種樹止水煞有關，尤其安

南、西港區因先民開墾拓殖的信仰，庄

頭種植榕樹防堵曾文溪的氾濫，而有

「栽榕祭溪」的歷史演進過程，台江一

帶曾文溪兩旁的聚落，也留有許多參天

古榕的遺跡，巨樹成蔭，老樹庇佑，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走一趟台江

古榕老樹之旅，也能體會當地的文化風

情和歷史風土。

在地耆老與從事文史工作及擔任社

區大學講師高凱俊，帶我們來到安南區

內公學路四段的十二佃神榕(珍貴樹木

編號266)，此處古榕參差，漫步其中特

別能發思古之幽情，高凱俊老師講解，

十二佃神榕位於曾文溪畔，由於曾文溪

以往有著青暝蛇的稱號，常常改道發生

水患，在百年前當地居民種了一棵象徵

鎮壓水患的榕樹，日後大樹成林，十二

佃榕樹生長的面積後來居然廣達3千多

坪，有如一座小森林般的壯觀。

十二佃神榕園區內榕樹氣根盤根

錯節十分有特色，行走其中，欣賞各種

不同造型的樹體成為一種樂趣，長年下

來受到當地居民的敬仰，也稱為神榕

或松王公，與園區內武聖廟的關聖帝君

同享香火，每月農曆初一、十五，附近

的居民便會帶著身體較為虛弱的孩子前

來參拜松王公，祈求身體強壯、病痛遠
學甲寮堤防上的大榕樹是為了民間信仰而栽種。

樹
王
公
大
戰
青
暝
蛇
，

走
溪
流
看
老
樹
傳
奇

圖
文
／
編
輯
部

3332

遊
於
農

南新農季刊-秋季號 下版.indd   33 2021/9/13   下午8:01



離。逢年過節前來上香祭拜的人潮絡繹

不絕，香火非常鼎盛。神榕公園內的武

聖廟，廟外其中一根樹幹底部用圍籠包

覆，據當地耆老表示，在他小時候，曾

經在神榕廟旁看到一條有成人大腿一般

粗的白色錦蛇出沒，廟方也特地為此設

立一座神蛇園，希望白錦蛇能再現。

「水頭風尾」學甲寮鎮北防水患

高凱俊老師再帶我們來到學甲寮堤

防上的大榕樹(珍貴樹木編號254)，老

師解釋，這棵直接種在學甲寮村落「鎮

北」的古榕，也是村內「慈興宮」廟宇

信仰，種在「水頭風尾」擋水煞庇佑村

莊已約有80	年的歷史，在大樹蔭下，

遠眺曾文溪的河道及堤防內的聚落，更

可瞭解這棵神木對於村民具有的心靈力

量。

這棵榕樹的最大特徵是氣生根發

達，在堤防上迎風招展，有如長者的鬢

鬚，看來蒼勁而讓人欽仰。由於榕樹立

定於堤防上，生長的相當高大威嚴，民

眾常覺得大樹有神，因此在老榕身上掛

上紅布條，周邊圍上鐵欄杆，於樹下祭

拜他，也成了民眾乘涼聊天的好地方。

巨榕成為信仰中心視為「廟產」

我們接著再來到位在西港區溪埔

寮東側及西側的老榕樹(珍貴樹木編號

152、153)，溪埔寮原來自於蚵殼港庄

在洪水沖毀家園之後，在溪南現址重新

建庄，庄廟依神明指示在庄落的南、

北兩側種植榕樹以祭溪止水，果然此後

再無水患發生。當時南北兩側各植兩株

榕樹，如今編號列管者為庄南的兩株榕

樹；庄北僅存活一株，但並未列管，兩

樹現今隔著水圳東西相望，其所在位置

的空地，是全庄集資購地而來，產權興

老榕樹都歸屬庄廟安溪宮所有。

最後同樣在曾文溪的北側，西港

區大塭寮的這株老榕樹(珍貴樹木編號

169)，已經形成了非常多的植株，可以

稱為是一個榕樹園區，這是榕樹常有的

特色，從大樹上長出氣根，然後再變成

支柱根，而後變成樹幹的樣子，所以有

了單樹成林的說法。

高凱俊表示，依據推算現今的老榕

樹樹齡約一百三十年，相傳古早可能因

為沿著曾文溪畔，建造了一條現今的嘉

南大圳西港分線的溝渠，由於這條溝渠

沿著曾文溪朝著村子而來，傳說大塭寮

庄廟保安宮主神「廣澤尊王」指示，須

佈陣制厄以防範災禍時，因此栽種了現

今的老榕樹，爾後庄民為了避免榕樹遭

強風吹倒，刻意以竹管引導氣根入土，

形成了許多支柱根，後來這些支柱根形

成了小樹幹，慢慢地形成了今日的榕樹

園。

農業局表示，臺南市列管的老樹，

都有定期巡視及修整，遇有病蟲害會立

即進行防治，以維護老樹的健康，近年

也出動空拍和植保機進行農藥噴灑作

業，希望遊客走一趟臺南市老樹巡禮，

體會先民開墾的辛勞，也不忘愛護樹

木，及感念老榕代表護鄉護土的歷史風

土意涵。

上圖：栽榕祭溪是曾文溪畔先民開墾過程的歷史遺跡。 上圖：學甲老樹。在地文史工作者高凱俊解說十二佃神榕的歷史演變。

下圖：十二佃神榕成為一個生態公園，其中的武聖廟香火鼎盛。 下圖：西港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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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逢年過節前來上香祭拜的人潮絡繹

不絕，香火非常鼎盛。神榕公園內的武

聖廟，廟外其中一根樹幹底部用圍籠包

覆，據當地耆老表示，在他小時候，曾

經在神榕廟旁看到一條有成人大腿一般

粗的白色錦蛇出沒，廟方也特地為此設

立一座神蛇園，希望白錦蛇能再現。

「水頭風尾」學甲寮鎮北防水患

高凱俊老師再帶我們來到學甲寮堤

防上的大榕樹(珍貴樹木編號254)，老

師解釋，這棵直接種在學甲寮村落「鎮

北」的古榕，也是村內「慈興宮」廟宇

信仰，種在「水頭風尾」擋水煞庇佑村

莊已約有80	年的歷史，在大樹蔭下，

遠眺曾文溪的河道及堤防內的聚落，更

可瞭解這棵神木對於村民具有的心靈力

量。

這棵榕樹的最大特徵是氣生根發

達，在堤防上迎風招展，有如長者的鬢

鬚，看來蒼勁而讓人欽仰。由於榕樹立

定於堤防上，生長的相當高大威嚴，民

眾常覺得大樹有神，因此在老榕身上掛

上紅布條，周邊圍上鐵欄杆，於樹下祭

拜他，也成了民眾乘涼聊天的好地方。

巨榕成為信仰中心視為「廟產」

我們接著再來到位在西港區溪埔

寮東側及西側的老榕樹(珍貴樹木編號

152、153)，溪埔寮原來自於蚵殼港庄

在洪水沖毀家園之後，在溪南現址重新

建庄，庄廟依神明指示在庄落的南、

北兩側種植榕樹以祭溪止水，果然此後

再無水患發生。當時南北兩側各植兩株

榕樹，如今編號列管者為庄南的兩株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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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已經形成了非常多的植株，可以

稱為是一個榕樹園區，這是榕樹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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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表示，臺南市列管的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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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栽榕祭溪是曾文溪畔先民開墾過程的歷史遺跡。 上圖：學甲老樹。在地文史工作者高凱俊解說十二佃神榕的歷史演變。

下圖：十二佃神榕成為一個生態公園，其中的武聖廟香火鼎盛。 下圖：西港老樹。

3534

遊
於
農

南新農季刊-秋季號 下版.indd   35 2021/9/13   下午8:01



位於臺南麻豆的蔴鑽農坊是以在地

的農產品種植、加工及展售為主的六級

化產業代表，負責人許益堂是農二代，

年輕時返鄉務農已數十載，他同時也是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第一蔬菜產銷班長。

許益堂被稱為「柚子達人」，主要種植

大白柚、文旦，他並以麻豆大白柚手工

古法製作「柚子蔘」，將這帖兼具藥理

及養生的古早味傳承發揚，也證明農業

六級產業化，農業生產（一級）	X	農

產加工（二級）	X	直銷（三級）	的產

業發展模式，發揮相乘綜效。

許益堂說明，麻豆大白柚製做成

柚子蔘的流程繁瑣，先切開頭蓋取出柚

子果肉，以其果肉混合金棗、金桔、香

櫞、檸檬、陳皮佛手、紫蘇、甘草等天

然植物配方，打碎成泥狀，再回填於果

皮內，遵古法以慢火烘焙再回溫透散濕

氣再日曬，經九蒸、九晒、九烘熬製，

繁瑣的工法程序，再慢火慢工將綿厚果

皮，曬烘為薄如細紙，製程工時約要數

月，陳放約需近年，才可加工為成品。

堅持農食原型，

地產外銷加值農產品

許益堂表示，柚子蔘香醇的喉感，

自古便是手工製作珍貴的潤喉聖品，大

熱天口含柚子蔘，不但口氣芬芳，口含

一顆即可享受柚子及摻入藥方的精華

味，實物實料製作，天然柚子蔘泡茶熱

飲或熬煮飲用皆可。蔴鑽農坊的柚子蔘

上圖：古法柚子蔘製作繁瑣，要經過一年的陳年才可食用。

許益堂與許適安的蔴鑽
農坊已傳承三代。

下圖：蔴鑽農坊的陳年老柚茶也是特殊的古早味。

蔴鑽農坊手做古法
「柚子蔘」暢銷海內外

圖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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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曬烘為薄如細紙，製程工時約要數

月，陳放約需近年，才可加工為成品。

堅持農食原型，

地產外銷加值農產品

許益堂表示，柚子蔘香醇的喉感，

自古便是手工製作珍貴的潤喉聖品，大

熱天口含柚子蔘，不但口氣芬芳，口含

一顆即可享受柚子及摻入藥方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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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或熬煮飲用皆可。蔴鑽農坊的柚子蔘

上圖：古法柚子蔘製作繁瑣，要經過一年的陳年才可食用。

許益堂與許適安的蔴鑽
農坊已傳承三代。

下圖：蔴鑽農坊的陳年老柚茶也是特殊的古早味。

蔴鑽農坊手做古法
「柚子蔘」暢銷海內外

圖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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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農產品，近年也販售至香港、中國、

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海外市場，深

受華人社會的喜愛。

蔴鑽農坊聽來特別，許益堂表示，

「蔴鑽」當初命名是取台語「這也賺，

那也賺」的諧音，卻也蘊藏了蔴鑽農坊

從事農產品加工的初衷和理念。原來許

益堂認為臺南所生產的優質果品應分級

處理，例如品質及規格分類為第1級的

大白柚，應該賣到市場，讓消費者品嚐

到最頂級的口感和風味，2、3級的次

級品再拿來加工。

再加上「適地適種」的原則：不同

季節及地點出產當令不同的得時物產，

如土芭樂、牛蒡、黑豆及檸檬等，也是

可以用加工的方式製作成果乾和茶包等

品項，達到加值的目的，也達到產銷調

節的效果。許益堂心中對於「來自土

地」的農作物，有著一份很深的感情，

農人透過辛勤耕作才能獲得上天賜與的

優質農產品，而加工就是延長農產品的

賞味期間，並賦予農產品更高的價值和

價格的手段。蔴鑽農坊也感謝農業局近

年在受訓培力及展售宣導方面指導，才

能有更多資源拓展加工及銷售。

許益堂擔任麻豆農會產銷班班長

多年，藉由加工及研發產品，延續柚類

產品的美味。在銷售拓展通路方面，起

先也是一步一腳印，到全台各地擺攤展

售自家產品，後來咬牙貸款近千萬蓋廠

房，申請設立加工廠，並砸下重金購置

烘乾、粉碎及包裝的機器設備，陸續推

出以黑豆、檸檬、糙米、牛蒡、薑、梅

等加工的系列產品。目前除了專業生產

行銷柚子蔘外，延伸開發臺南當地農作

物的加工品，如牛蒡茶、土芭樂茶、檸

檬茶、黑豆茶等特色農產品，也是蔴鑽

農坊的明星商品。許益堂秉持著延續傳

統風味的堅持，致力將在地農產與農藝

文化的精神發揚光大。

農三代傳承注入農產行銷活水

許益堂將推廣在地農產的棒子交給

兒子許適安，由八年級的農三代傳承製

作柚子蔘。許適安在學校學的是中文，

雖然與農業無關，但是六年前回家繼承

家業，負責的卻是行銷和通路，透過產

品包裝及宣傳文案更新，並在世界各

地參加食品展，將蔴鑽農坊的農產品行

銷到海外各國；而在臺灣的

7-11超市、POYA寶雅門市、

國道休息服務區、安平老

街、林百貨等景點，都可以

買到蔴鑽農坊優良產品。

十分具有行銷理念的

許適安表示，蔴鑽農坊希

望致力專業研發，及生產

結合地方文化的在地農產

品，並透過樸實的農作與

農藝結合的創作，給味

蕾帶來饗宴的同時，也

為臺南這片土地說著世

代傳承的故事。

蔴鑽農坊的柚子加工品已暢銷海內外，深受海外華人喜愛。

蔴鑽農坊開
發地產外銷

的農產加工
品，上市到

各大通路。

上圖：柚子蔘加工需要以手工切割。

下圖：柚子蔘以粒狀好入喉的大小裝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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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養雞場，不難想見距離50公尺

就可能聞到雞屎味，不時還有紛

飛的蒼蠅縈繞前後，但來到臺南市「台

美畜牧場」官田場，即使進了場房建築

也聞不到任何臭味、看不到蒼蠅。畜牧

場飼養蛋雞不僅重視環境衛生，還是以

非籠飼的平面飼養方式、低密度人道飼

養，蛋雞生活品質好，雞蛋的品質也

高。

為女兒愛吃蛋養雞

顧食安再做友善飼養

「小小一顆雞蛋，卻有孵出一隻小

雞完整的營養。」台美畜牧場創辦人翁

炳坤畢業於臺大畜牧系，早年任職美商

中美嘉吉（Cargill）飼料公司，民國81

年退休後想自行創業，他說，只因女兒

喜歡吃蛋，每餐只要有蛋吃就滿足，因

此投入蛋雞飼養，希望讓女兒每天都有

新鮮的蛋可吃。

翁炳坤早期飼養蛋雞是用傳統的籠

飼雞舍，但隨著近年國人愈益重視食品

安全，2010年代臺灣又連續爆出一系

列食安事件，包括著名的芬普尼雞蛋汙

染事件，屢次造成國內蛋價大跌，讓他

深感必須強化食安管理；同時翁炳坤也

受到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所提倡

「全球健康一體」（One	Health）概念

的影響，認為人類的健康其實與所飼養

動物的健康息息相關，唯有重視動物福

祉，動物健康、人類才會健康。

2018年翁炳坤決心傾盡積蓄，貸

款建置官田場新雞舍，他引入整套荷

蘭、丹麥原裝進口蛋雞人道飼養設備，

打造水簾負壓智能環控雞舍，開始生產

動物福利雞蛋。官田場不僅取得中央畜

產會單一牧場產銷履歷驗證，更通過友

善雞蛋聯盟、中央畜產會、台灣農業標

準學會的友善飼養認證。

歐洲引進蛋雞平飼設施

水簾負壓雞舍溽暑依然很涼快

官田場雞舍使用歐洲進口設備，空

間規劃、動線也是依原廠設計，例如將

鋼骨建置外側，減少室內陰暗角落避免

蔽蛋，通風也會比較好。翁炳坤指出，

雞舍設置高床，外側的燈光較亮、產蛋

箱內側較暗，都是為了順應蛋雞習性，

引誘牠進入產蛋箱產蛋，不要把蛋下在

地面，雞蛋比較乾淨；蛋箱底下則有輸

送帶可以將雞蛋送到雞舍外方便雞農收

集，減少人力耗費，也降低人員進出雞

舍汙染的風險。

美畜牧場雞舍採密閉式水簾負壓降溫系統。

翁炳坤因女兒愛吃蛋
而投入蛋雞飼養。

用讓至親吃好蛋的心養雞
台美畜牧場以歐規設施生產動物福利蛋

圖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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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的蒼蠅縈繞前後，但來到臺南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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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蛋，通風也會比較好。翁炳坤指出，

雞舍設置高床，外側的燈光較亮、產蛋

箱內側較暗，都是為了順應蛋雞習性，

引誘牠進入產蛋箱產蛋，不要把蛋下在

地面，雞蛋比較乾淨；蛋箱底下則有輸

送帶可以將雞蛋送到雞舍外方便雞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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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舍不僅水線、飼料線都要依人

道飼養規範設置，高床、棲架的設置也

是為了讓蛋雞可以跑上跑下活動，夜間

可以跳上去休息，讓蛋雞有機會展現自

然天性、行為豐富化；雞舍中甚至懸掛

有鐵鋁罐裝置，翁炳坤說，那是蛋雞的

「玩具」，專門讓蛋雞啄弄嬉戲，也是

為了促進蛋雞行為多樣化。

在台美畜牧場官田場中，雖然戶

外正值盛夏攝氏33度以上的高溫，但

室內密閉式雞舍以水簾負壓式降溫系統

不停送風，可以將體感溫度始終維持在

21、22度的涼爽。

官田場7分半的雞舍，以傳統格子

籠飼養可養到20萬隻蛋雞，但友善平

飼飼養每坪空間只能容納25隻以下，

目前飼養5萬多隻，飼養密度低，有助

提升雞隻衛生條件，也能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

台美畜牧場做友善飼養，近年也配

合政府政策推動光電綠能，出租禽舍屋

頂設置太陽能板，為臺灣能源自主盡一

分心力。

平飼難度高

從飼料源頭管理做起產好蛋

雖然有先進的設備，但平飼飼養管

理卻不容易。翁炳坤說，傳統格子籠飼

養雞隻便溺直接落下，雞隻不會接觸，

且個別有獨立空間，管理上較容易，只

是不人道；平飼難度則高很多，主因蛋

雞晚上喜歡擠在一起，雞隻群聚擠壓會

熱，有時會甚至會互相壓死，管理不

易，「因此外國人形容，籠飼有如騎腳

踏車，但平飼就需要賽車執照。」

但翁炳坤也說，平飼環境雞隻活動

量比較大，雞隻生病恢復能力比較好，

雞蛋也比較好吃。過去在飼料公司服

務，為了避免雞蛋沙門氏菌汙染，翁炳

坤為蛋雞選擇用玉米、豆粉為主原料的

純植物飼料，不用肉骨粉、魚粉及動物

油脂，飼料並添加益生菌、天然椒紅素

配方，改善蛋雞腸胃健康，增加蛋雞抗

病力，並添加雞蛋風味及色澤。

日產4萬多顆動福蛋

台美致力擴展自有品牌盒蛋市場

有些吃奶蛋素的素食者會怕雞蛋的

腥味，但台美畜牧場的雞蛋沒有腥味問

題，讓敏感的素食者一試成主顧。打一

顆台美畜牧場的雞蛋，蛋黃顏色橙黃、

有彈性，蛋白還明顯分成外圈的稀薄蛋

白及內圈的濃厚蛋白兩層，結構立體扎

實，新鮮品質看得出來。

因為友善蛋雞，對蛋雞好，翁炳坤

的雞完全不怕人，有訪客參觀雞舍，蛋

雞們反而往往好奇地湧向門邊。除了養

雞講究蛋雞動物福利，台美畜牧場也引

進日本廠牌洗選機做蛋品清潔，節省人

力。

官田場雞舍目前日產4萬多顆雞

蛋，有超過7成都由蛋商收購，再進入

家樂福、永豐餘生技等動福雞蛋量販通

路販售，其他才是以自有品牌「善好

蛋」宅配販售。

經營蛋雞場，蛋袋、雞舍清潔都需

要人力，撿蛋、包裝也需要人力，擴大

規模不容易，翁炳坤說，自有品牌雞蛋

價格較好，未來將朝拓展自有品牌盒蛋

銷售量努力。

1 2 4 5

3
①	重視動物福利，

雞舍飼養密度須
在每坪

25隻以下，讓雞
有足夠的活動空

間。

②	翁炳坤選用玉米
、豆粉為主原料

的植物

性飼料。

③雞蛋品質好，
肉眼就看得出來

。

④	產蛋箱底下有輸
送帶，可直接將

雞蛋從

雞舍篩選出來。
。

⑤翁炳坤希望未
來擴大品牌盒蛋

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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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舍不僅水線、飼料線都要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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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讓蛋雞可以跑上跑下活動，夜間

可以跳上去休息，讓蛋雞有機會展現自

然天性、行為豐富化；雞舍中甚至懸掛

有鐵鋁罐裝置，翁炳坤說，那是蛋雞的

「玩具」，專門讓蛋雞啄弄嬉戲，也是

為了促進蛋雞行為多樣化。

在台美畜牧場官田場中，雖然戶

外正值盛夏攝氏33度以上的高溫，但

室內密閉式雞舍以水簾負壓式降溫系統

不停送風，可以將體感溫度始終維持在

21、22度的涼爽。

官田場7分半的雞舍，以傳統格子

籠飼養可養到20萬隻蛋雞，但友善平

飼飼養每坪空間只能容納25隻以下，

目前飼養5萬多隻，飼養密度低，有助

提升雞隻衛生條件，也能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

台美畜牧場做友善飼養，近年也配

合政府政策推動光電綠能，出租禽舍屋

頂設置太陽能板，為臺灣能源自主盡一

分心力。

平飼難度高

從飼料源頭管理做起產好蛋

雖然有先進的設備，但平飼飼養管

理卻不容易。翁炳坤說，傳統格子籠飼

養雞隻便溺直接落下，雞隻不會接觸，

且個別有獨立空間，管理上較容易，只

是不人道；平飼難度則高很多，主因蛋

雞晚上喜歡擠在一起，雞隻群聚擠壓會

熱，有時會甚至會互相壓死，管理不

易，「因此外國人形容，籠飼有如騎腳

踏車，但平飼就需要賽車執照。」

但翁炳坤也說，平飼環境雞隻活動

量比較大，雞隻生病恢復能力比較好，

雞蛋也比較好吃。過去在飼料公司服

務，為了避免雞蛋沙門氏菌汙染，翁炳

坤為蛋雞選擇用玉米、豆粉為主原料的

純植物飼料，不用肉骨粉、魚粉及動物

油脂，飼料並添加益生菌、天然椒紅素

配方，改善蛋雞腸胃健康，增加蛋雞抗

病力，並添加雞蛋風味及色澤。

日產4萬多顆動福蛋

台美致力擴展自有品牌盒蛋市場

有些吃奶蛋素的素食者會怕雞蛋的

腥味，但台美畜牧場的雞蛋沒有腥味問

題，讓敏感的素食者一試成主顧。打一

顆台美畜牧場的雞蛋，蛋黃顏色橙黃、

有彈性，蛋白還明顯分成外圈的稀薄蛋

白及內圈的濃厚蛋白兩層，結構立體扎

實，新鮮品質看得出來。

因為友善蛋雞，對蛋雞好，翁炳坤

的雞完全不怕人，有訪客參觀雞舍，蛋

雞們反而往往好奇地湧向門邊。除了養

雞講究蛋雞動物福利，台美畜牧場也引

進日本廠牌洗選機做蛋品清潔，節省人

力。

官田場雞舍目前日產4萬多顆雞

蛋，有超過7成都由蛋商收購，再進入

家樂福、永豐餘生技等動福雞蛋量販通

路販售，其他才是以自有品牌「善好

蛋」宅配販售。

經營蛋雞場，蛋袋、雞舍清潔都需

要人力，撿蛋、包裝也需要人力，擴大

規模不容易，翁炳坤說，自有品牌雞蛋

價格較好，未來將朝拓展自有品牌盒蛋

銷售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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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防疫不鬆懈		非洲豬瘟不打擾

寵登絕育做得好		浪浪未來沒煩惱

蟳蟹保育做得好漁民有保障

禁止蜈蚣網具維護漁業資源

社區提計畫簡介宣導

毛小孩職訓及就服中心		雇主招募中

本市成立「毛小孩職訓及就服中心」透過聘請專業訓練師，依特性培訓出畜牧

及工廠守衛犬、護花使者犬、波麗士犬與陪伴犬等多種類工作犬，使毛小孩發揮所

長。誠摯招募雇主中，歡迎親臨本市動物之家參訪認養，讓毛小孩們暖心上工。

社區完成培根計畫四階段課程，經核定農村再生計畫後，即可參與農村再生軟硬體

實質建設。

農村再生軟硬體實質建設項目及最高補助經費如下：

1.產業活化行銷推廣或規劃設計每案補助20~60萬元。

2.文化保存每案補助10萬元。

3.生態保育每案補助10萬元。

4.社區僱工購料環境改善綠美化每案補助20萬元。

5.政府興建工程依實際需求由政府協助改善農村基礎公共設施。

農村再生計畫協助社區活絡農村產業並強化產業特色，維護農村文化及生態，提升

生活品質，有意願的社區請洽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了解。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為嚴防非洲豬瘟入侵，請勿網路購買境外來路不明的含

肉月餅或伴手禮，亦不要攜帶入境，若經查獲違規攜帶最高可處以新台幣100萬元

罰鍰。另養豬業者應加強人車管控及場內外消毒，若豬隻有異常狀況或不明原因死

亡，應立即聯絡獸醫師或通報動保處進行緊急防疫處置。

為避免愛犬愛貓成為流浪毛小孩，飼主應落實飼養責

任，要為犬貓絕育、辦理寵物登記及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依動物保護法規定，如

有繁殖需求、健康因素、年齡不適合絕育或其他理由應提出免絕育申請，一旦查獲

違反規定未辦理犬貓絕育，將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沿近海甲殼寬未滿8公分之鏽斑蟳(花蟹)、紅星梭子蟹(三點蟹)、遠海梭子蟹(花

腳蟹)，甲殼寬未滿6公分之善泳蟳(石蟳)，甲殼長未滿6公分之旭蟹等全年禁止採

捕；每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禁止捕撈各種將受精卵抱於體外腹側之母蟹(俗稱開

花蟹)。倘誤捕禁止捕撈之蟳蟹類，不論存活或已死亡，應立即放回海中，不得攜帶

入港或持有，以免受罰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每年9月至10月，禁止以蜈蚣網具於本市「北門潟湖」、「七股潟湖」及「將

軍溪」、「曾文溪」、「鹿耳門溪」、「鹽水溪」、「嘉南大圳」水域禁漁區範圍

內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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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防疫不鬆懈		非洲豬瘟不打擾

寵登絕育做得好		浪浪未來沒煩惱

蟳蟹保育做得好漁民有保障

禁止蜈蚣網具維護漁業資源

社區提計畫簡介宣導

毛小孩職訓及就服中心		雇主招募中

本市成立「毛小孩職訓及就服中心」透過聘請專業訓練師，依特性培訓出畜牧

及工廠守衛犬、護花使者犬、波麗士犬與陪伴犬等多種類工作犬，使毛小孩發揮所

長。誠摯招募雇主中，歡迎親臨本市動物之家參訪認養，讓毛小孩們暖心上工。

社區完成培根計畫四階段課程，經核定農村再生計畫後，即可參與農村再生軟硬體

實質建設。

農村再生軟硬體實質建設項目及最高補助經費如下：

1.產業活化行銷推廣或規劃設計每案補助20~60萬元。

2.文化保存每案補助10萬元。

3.生態保育每案補助10萬元。

4.社區僱工購料環境改善綠美化每案補助20萬元。

5.政府興建工程依實際需求由政府協助改善農村基礎公共設施。

農村再生計畫協助社區活絡農村產業並強化產業特色，維護農村文化及生態，提升

生活品質，有意願的社區請洽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了解。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為嚴防非洲豬瘟入侵，請勿網路購買境外來路不明的含

肉月餅或伴手禮，亦不要攜帶入境，若經查獲違規攜帶最高可處以新台幣100萬元

罰鍰。另養豬業者應加強人車管控及場內外消毒，若豬隻有異常狀況或不明原因死

亡，應立即聯絡獸醫師或通報動保處進行緊急防疫處置。

為避免愛犬愛貓成為流浪毛小孩，飼主應落實飼養責

任，要為犬貓絕育、辦理寵物登記及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依動物保護法規定，如

有繁殖需求、健康因素、年齡不適合絕育或其他理由應提出免絕育申請，一旦查獲

違反規定未辦理犬貓絕育，將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沿近海甲殼寬未滿8公分之鏽斑蟳(花蟹)、紅星梭子蟹(三點蟹)、遠海梭子蟹(花

腳蟹)，甲殼寬未滿6公分之善泳蟳(石蟳)，甲殼長未滿6公分之旭蟹等全年禁止採

捕；每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禁止捕撈各種將受精卵抱於體外腹側之母蟹(俗稱開

花蟹)。倘誤捕禁止捕撈之蟳蟹類，不論存活或已死亡，應立即放回海中，不得攜帶

入港或持有，以免受罰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每年9月至10月，禁止以蜈蚣網具於本市「北門潟湖」、「七股潟湖」及「將

軍溪」、「曾文溪」、「鹿耳門溪」、「鹽水溪」、「嘉南大圳」水域禁漁區範圍

內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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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遊 ‧ 帶動行銷
道之驛（鄉村休息站）

110年辦理設置地點可行性評估
110~113年設置道之驛5處

生態保育旅遊
113年盤點規劃濕地保育與生
態遊憩軸帶5條

區域農遊軸帶
110年建立農業旅遊行程12條
110年串聯跨區農遊社區26個
111年輔導參與優遊農村認證社區3個
111年輔導參與特色農遊認證據點5個

活化農村社區
110-112年輔導參與金牌農村4個
110-113年增加培根社區4個

達241個
110-113年核定農再社區9個

達102個

都市休閒農園
110年評估都市休閒農園1處

休閒農業區
逐年提升既有休閒農業區服務品質3處
110年規劃休閒農業區4處
111~113年規劃休閒農業區4處

休閒農業
增設活化農業區

推動農業旅遊國際化

生態保育旅遊
整合農遊軸帶及道之驛

不同深度的生態旅遊行程

都市休閒農園
提升農產品供給機能
培育訓練農業負責人

活化農村社區
推動生態農村綠行動
農村再生推廣與行銷

鄉村休息站(道之驛)
農產品行銷據點設置
整合推廣及媒體行銷

區域農遊軸帶
區域特色農遊軸帶
加強遊程行銷推廣

後壁休閒農
業區籌設中

梅嶺
休閒農業區

光榮
休閒農業區

下營休閒農
業區籌設中

無米樂社區
金牌農村

溪美社區

三股社區

仕安社區
金牌農村

左鎮驛站
道之驛

天埔社區

公舘社區

社子社區

胡麻嫂擔露舘
道之驛

道之驛
評估中

綠柏園
道之驛

都市休閒農園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道之驛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東山175休閒
農業區籌設中

南168休閒
農業區籌設中

休閒農業區
評估中

溪南
休閒農業區

臺南新農業政策Blueprint for Developing into a  Tainan's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臺南一直是國內旅遊重鎮，她的古色

古香也吸引國外觀光人潮。府城市區以外，

農業發展蓬勃，是六都中農地面積最大的縣

市，山區的桂圓咖啡蜂蜜香、嘉南平原的柚

香文青農會超市、沿海的牡蠣串接食漁體

驗，更有不同的農漁村氛圍，掀起農業旅遊

的風潮。

今年五月，倡議多年的食農教育法終

於送進立法院審查，這部法案為的是讓消費

者有足夠的時間了解食材的生產歷程，強化

飲食與農業之間的連結，進而改變國民消費

與健康飲食的觀念。因此，在談食農教育之

前，食安與永續非常重要。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是國內第一個有機生產專區，大面積的有

機栽培環境早已是各種自然生物與農業和平

共生的家，是食農教育最佳基地。而臺南養

殖漁業發達，牡蠣更是全國產量第一，沿海

有多個漁村社區由青年帶動串聯，研發了一

套「串蚵、剖蚵、吃蚵」的食漁教育遊程，

讓遊客在走讀漁村之間，認識食材生產的環

境、體會農漁產業勞動情形，更能瞭解餐桌

上食物的得來不易。

生態遊憩也是近年掀起風潮的旅遊型

態，國人越來越講求環境保育，在旅遊間也

重視自律，以不打擾為原則，體驗自然壯麗

與靜謐。臺南近幾年生態保育成效有佳，許

多生態指標連年提高，吸引喜愛生態遊憩的

人士前來賞鷹、賞樹、賞水鳥，紀錄大自然

的點滴。這樣寶貴的資產，更是臺南生態保

育必須堅持走下去的原動力。

中秋連假到來，民眾到臺南有多元的

旅遊可選擇，但也別忘跟著防疫指引，實聯

制、戴口罩、勤洗手，才能讓旅遊更開心與

安心。

本季將介紹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轉型、

麻豆文旦精品化及冷鏈虱目魚上架超市的陽

光物產故事，以及柚子蔘農三代注入行銷活

水、走在飲食前端的動物福利蛋之在地農人

甘苦談，搭配食譜提供讀者烹飪的美味秘

訣；農遊部分則是介紹的農村社區青年帶動

的牡蠣食漁教育、生態攝

影導演的西拉雅追鷹紀

錄以及文史工作者訴說

的臺南老樹傳奇，歡

迎民眾在中秋連假期間

不妨了解一下臺

南的農業旅遊！

推動農遊，帶動行銷，
實地認識臺南農產，吃得更永續健康

謹 致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長

01

發 行 人 語

活動日期：9月10日～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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