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離島金門強勁的東北季風呼嘯吹拂﹐走在金寧鄉的阿芸姐農場﹐不由得
讓人壓低身子以降低風阻。逆風而行的不只有我們﹐農場主人張斯翔早已和這片旱
地搏鬥了10多年。金門農地土壤貧瘠﹐大部分為起伏的丘陵﹐砂質地酸性土壤占九
成﹐有機質含量不及1%﹐保水保肥力很差。金門人都知道「夏天是種不了菜的」﹐
但他破除了這個魔咒﹐不但成功種植了葉菜﹐而且還讓有機蔬菜的供貨量大幅成
長﹐因此2022年一舉獲得神農和百大青農的殊榮。

翻轉沙質荒地種出有機蔬果

金門史上第一位神農張斯翔

撰文  夏綠蒂 攝影   Leon Hung

金門今年迎來史上第一座神農獎﹐返鄉創業的得獎人張斯翔經過10年努力﹐克服天
候、水源、技術上種種問題﹐破除「金門夏天種不了菜」的刻板印象﹐此外﹐透過離島第
一座有機農業栽培區﹐向外界證明金門除了高梁、小麥之外﹐不但能種出葉菜﹐還能種出
好吃的有機蔬菜﹐展現新農業的無限可能。

<第33屆十大神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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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數世居金門的年輕人一
樣﹐都想到臺灣尋找工作機會﹐張斯
翔高中畢業後考上警專﹐之後服公職
於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離職的前兩年
幫忙弟弟打點蔬菜批發業務﹐2011
年﹐30歲那年他受到黑心豆芽菜事件
影響﹐毅然決然離開公職返鄉創業﹐
企圖擺脫「金門連豆芽菜都要從臺灣
引進」的宿命。

張斯翔的從農之路﹐和過往的消
防工作一樣﹐不時有突發狀況必須解
決﹐但不同是等在前方的重重險阻﹐
讓他的投資「真金白銀如打水漂般流
去」﹐10年之間遇到3次重大挫折﹐
差點讓他無以為繼。

第一年﹐他興致勃勃地投入100
多萬元增添設備﹐種豆芽看似容易﹐
然而隔行如隔山﹐品質時好時壞﹐難
以掌控。他一度懷疑是不是有人半夜
偷偷下藥﹐還找了朋友一起在園子裡
苦守3個晚上﹐忍受蚊蟲的叮咬﹐卻
毫無所獲。最後請教專家﹐才發現是
潮汐的問題。「大潮之後海水倒灌﹐
我們使用的地下水摻雜海水﹐特別在

金門東半島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所以
水一定要消毒才能用。」這是第一堂
花費百萬元的課。

種菜如打怪，關關難過關關過

沒有多久﹐不滿足於只種豆芽
菜﹐張斯翔挑戰種菜﹐為克服環境、
天候的限制﹐必須要「先蓋溫網室給
菜住」。他從5棚開始種﹐冬天沒有
太大的問題﹐但到了夏天就是種不
好﹐於是他多次帶著金門高粱到臺灣
和許多農業達人請益﹐逐漸獲得把菜
種好的訣竅。此外﹐他特別記得桃園
市八德區神農獎得主李傳添當時講的
一句話﹐「如果只有5棚你會做死﹐
有 50棚你就不用做了」﹐亦即具有
經濟規模後﹐就不必親力親為了。於
是回金門之後﹐他很快的擴充到23
棚﹐2016年就增加到58棚了。

但﹐沒想到更大的挑戰來了﹐那
年夏天強颱莫蘭蒂帶來的17級強陣風
橫掃金門﹐吹倒了500多棵樹﹐更何
況是他的溫網室棚架﹐幾乎是全軍覆

為克服環境、天候的限制，必須要蓋溫網室種菜，現在已
經超過200座了。

神農之路坎坷，張斯翔三遇挫折，曾經慘賠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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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拆除比重建更貴﹐那年我們損
失了3、5百萬」﹐沒想到第二堂課的
代價更高。所幸﹐在農業部「設施型
農業5年計畫」的協助下﹐他很快地
又站起來。看著眼前一間間白色溫網
室﹐張斯翔樂觀地說「目前我們200
多棚﹐有一半是鋼骨結構﹐颱風來就
不怕了！」

第三次的挫折發生在2017年冬
天﹐那時還不知道要根莖、葉菜輪
種﹐加上沒有自有通路﹐12萬公斤的
菜賣不出去﹐他回憶：「用貨車載到市
場旁叫賣﹐一大袋100元都賣不掉﹐
最後只好一車車送去餵雞養鴨」。痛定
思痛之後﹐他開始以多種作物輪種分
散風險﹐並以太太的名字建立「阿芸
姐農場」的品牌﹐在金城開了2家、
金沙、金湖各1家﹐烈嶼1家﹐共5
家直營門市﹐也解決了銷售流通的問
題。回望10年來的風風雨雨﹐張斯翔
的從農之路猶如電玩遊戲的「打怪」
過程﹐破關後即獲得升級﹐「在金門種
菜我容易嗎？」他苦笑著說。

確實﹐金門迎來史上首座神農
獎﹐張斯翔比其他人要下更大的功
夫。實際走一趟農場﹐看著溫室內安
安穩穩長大的作物﹐猶如在沙漠中看
見綠洲﹐便能體會箇中的辛苦。

低碳、有機、安全，開創農業契機

然而﹐要能在競爭激烈的神農獎
評選中勝出﹐憑藉的不是辛苦﹐而是

在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及具有前瞻獨創
之處。他分析﹐這次獲獎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從育苗、栽種、物流運輸、
銷售﹐一條龍模式銷售自產蔬果﹐
目前每年供應金門蔬果量約60萬公
斤。他舉實際的數字說明﹐剛開始﹐
他每年從臺灣引進的貨櫃數約7、8百
個﹐目前已減少到2、3百個。他一貫
作業的地產地消﹐不但提供消費者新
鮮安全價格穩定的蔬果﹐還能減少碳
排放量和降低碳足跡﹐為農業淨零貢
獻心力。

近5年﹐農業部積極提升離島校
園午餐有機食材的使用比率﹐2022年
初金門成立了離島第一座有機栽培專
區﹐身為負責人的張斯翔讓校園午餐
有機及三章一Q食材供給比率﹐在第
一年就成長達百分之百。「過去金門一
直是離島有機食材（量）提供最少的﹐
2021年比馬祖還低﹐不到澎湖的三分
之一」。育有一雙子女﹐分別就讀國小
5、3年級的他﹐對校園有機食材的供
應特別有感﹐「希望能做一些庇蔭子孫
仔的代誌」﹐他改以流利的金門腔說。

事實上﹐締造這些亮眼數字的
關鍵因素是﹐他在源頭以節水省肥的
「滴灌栽培法」解決用水的問題。「金
門水資源有限﹐為了使作物有充足的
灌溉用水﹐必須滴滴計較」﹐他彎下腰
指著蔬菜下方的黑色管線﹐「還是小苗
時用滴灌給水﹐長大一些再用澆灌方
式﹐較傳統方式省下80%的用水。此
外﹐還可以用來噴藥、施肥﹐如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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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作﹐1天只能完成5間（溫室）﹐
以滴灌處理﹐1小時可以完成上百間﹐
這就是差距。」他以科技環控設備及農
業機械化施作﹐達到省水、省工、省
力﹐提升效率外﹐還能提高獲利。

但是消費端的終極提問是﹐到底
這樣種出來的蔬菜好吃嗎？張斯翔二
話不說拔出腳邊的青江菜﹐讓我們生
吃厚實的白梗﹐「是不是有蓮霧的味
道？砂質土不好種﹐且產量少﹐但種
出來的菜味﹐深受金門鄉親的喜愛。
此外﹐季節性日夜溫差大﹐如果早晚
能差到攝氏15～17度以上﹐則種出來
的蔬果清脆甘甜」。事實證明﹐張斯
翔把老天爺給的劣勢扭轉為優勢﹐讓
作物在旱地開花﹐並結出甜美的果實。

以有機帶領農友走向永續

過往經歷的這些風雨如今都已成
為風景﹐站穩腳步之後﹐近3年的年

營業額也都超過億元﹐平均年盈利超
過千萬元。「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
走得遠」。張斯翔評選時的簡報上留
下這麼一句話。身為從零開始的返鄉
創業青農﹐一路走來他感謝受到很多
人的協助﹐也認為只要願意做﹐就一
定有貴人幫。

問及農村永續的發展﹐他話講得
直白「要能賺錢﹐青年才願意投入﹐
農業才有辦法永續」。因此﹐未來他
希望以過去累積的經驗﹐能帶著有志
於發展農業的青年﹐和他們分享農作
經驗與技術﹐協助栽培技術、共同採
購農用資材及種苗﹐並提供銷貨通
路﹐帶領地區農友一同走向有機農業。

此外﹐為持續在農業技術上精進
及看到有機的可能性﹐張斯翔目前攻
讀南華大學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
主修有機農業﹐未來也會持續透過食
農教育向學子們散播有機的種籽﹐讓
農業知識向下扎根。

 姓名：張斯翔

 產地：金門縣

 主要農產品：慣行蔬果、有機蔬果

 事業／品牌：阿芸姐農場

神農小檔案

節水省肥的「滴灌栽培法」解決用水問題，同時還可以噴
藥施肥，提高效率。

金門有沙質土壤，季節溫差大，種
出來的蔬果清脆甘甜。

本單元內容取自《第33屆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專輯》﹐
文章格式經編輯調整。更多有關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的
精彩報導﹐請至農業部網站閱讀→
https://academy.moa.gov.tw/ebook/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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