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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進入新冠肺炎三級警戒，嚴格管控擾亂了

大眾的日常步調，但一場疫情讓民眾的生活習

慣有了大變化。各機關部門趁著這波「宅經

濟」，為產銷兩端牽線，架構農特產品採買平

台，讓消費者有更多元的選購管道，安心在家

防疫也能享用國內自產的高品質農漁畜產品。

臺南農產品豐富，稻米、鳳梨、芒果、虱目

魚、紅龍果、酪梨、蔬菜等都是四季的時令產

物。臺南市政府於2014年即成立「社區菜市

長@臺南」地產地消平台，為友善、有機種植

的農友及青年農民等提供固定的銷售通路和市

集展售機會，也讓消費者能與生產者彼此更瞭

解、建立信任感。近期因應疫情需求，「社區

菜市長@臺南」平台不僅有臺南自取模式，因

應疫情更新增宅配服務與團購模式，讓新鮮食

材產地直送到消費者家中。

除了「社區菜市長@臺南」，臺南市政府也因

應廣大的食材需求，擴大在地食材的供貨農

家數量，媒合農友、農漁會及業者共209家商

家，成立「防疫食材宅配通-臺南農漁產品網

路商城」推出蔬果米、優質水產、畜產、送

禮、農村社區好物等宅配到府服務。同時，也

協助各農家調整為新鮮直送的銷售方式，增加

銷售通路，提升農家對於市場之應變能力。在

臺
南
好
農

新
鮮
直
送

從
產
地
到
你
家

網路商城的訊息發布後二週，總採購金額已達

千萬，為感謝社會幫助以及醫護暨警消人員的

辛勞，其中更有25家農家對醫護警消人員提供

9折優惠，讓臺南的善念持續累積。

目前時序正好是臺南芒果、蓮子、酪梨的盛產

季節，即便不出門也能「食當季、吃在地」。

為了穩定臺南芒果產銷，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與

農委會共同啟動一系列產銷措施，媒合各大企

業訂購小果禮盒，並持續加強網路行銷與電商

平台推出促銷方案；6月上旬至7月為夏日養生

聖品「蓮子」盛產期，白河區農會統一設計蓮

子包裝袋，印有「白河在地蓮子」的字樣代表

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喜歡吃蓮子的消費者也

可以透過電話或網路直銷宅配到府；大內區酪

梨產量和品質都是全國第一，7月開始，本產

酪梨已悄然上市，酪梨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和

蛋白質，大內石子瀨社區與在地農民合作推出

鮮果直送，不用出門也能補充日常所需營養。

臺南可以產地直送的物產太多元豐富了，本

期為讀者「打包」：酪梨、秀珍菇、蔬菜、

蓮子、稻米以及濱海的水產，以書寫影像方

式先宅配到府，期望讀者疫情趨緩後，仍可

於網路商城平台線上採購，隨時將新鮮物產

直送你家。

臺南農漁產品網路商城
https://agron.tainan.gov.tw/
cp.aspx?n=1234

社區菜市長@臺南
https://台南菜市長.tw/



大內位於曾文溪中下游溪畔，每年的入秋季

節 ， 河 畔 兩 旁 的 甜 根 子 草 盛 開 如 覆 上 白 雪

般，隨風的搖拽花海是一年一度季節限定的

風景。曾文溪砂地質孕育品質優良的酪梨聞

名全台，而大內區內的石子瀨社區充份運用

大內豐富的人、文、地、產、景，開創在地

特色產業，回饋營收協助社區弱勢群體，形

成一股良善循環。

每年酪梨產季同時也是芒果盛產的季節，容

易讓人忽略臺南種植酪梨面積其實是全臺第

一，其中又以大內區佔了一半之多。大內的

風土條件就是適合栽植酪梨，酪梨根淺怕水

爛根，曾文溪砂地排水好，而且酪梨樹本身

抗病蟲害強，不大需要防治藥劑，小果套袋

就可等待熟成採收。親切的大內酪梨農民李

玉蘭帶著我們走入兄長的酪梨園說：「之前

這片園子是種木瓜，但二、三年後木瓜產量

不好又需費心照顧，五、六年前就改種酪

梨，酪梨不用太顧，價格也蠻穩定」，這片

果園栽種著二種酪梨品種，一種是4至5月採

收的「黑美人」，又稱「大內早生種」，另

一種則是6至7月上市的「紅心圓」，為市

面銷售最大宗的中生種。營養豐富的酪梨有

「森林奶油」之稱，市面上販售品種多達十

多種，外型、個頭、果皮變色都不盡相同。

酪梨採收期長，農民可自行調配產期，收入

相對穩定，因此陸續加入酪梨行業的農戶愈

來愈多。石子瀨社區結合本地酪梨農產地直

送、品質保證，每顆酪梨碩大肥美，口感綿

密香濃，讓人回味。

當酪梨產量過剩或有落果情形，農民只能以

加工為肥料利用，而石子瀨社區則是協助當

地農民，將酪梨多元加工利用，研發酪梨和

酪梨籽相關產品，創造新價值。「社區是協

助居民，不能與人民爭利，所以就從酪梨廢

棄物的落果、種子、果皮發想，引入公部門

資源、學術創新技術，發展酪梨社區經濟」

石子瀨社區理事長曾博揚談到發展酪梨特色

產品的初衷，同時建立回饋機制導入社區福

利服務面向，照顧弱勢族群。今年還預計推

出二十道酪梨料理，結合專書出版、風味料

理 、 採 果 樂 等 活 動 ， 青 銀 合 創 帶 動 社 區 發

展，共同為家鄉發展努力。

「酪梨文創坊」網路平台是整合石子瀨社區

商品對外發聲的管道，現在正是酪梨盛產季

節，民眾可多利用網路平台訂購酪梨鮮果產

地直送，酪梨籽麵、酪梨籽茶包、酪梨防蚊

液等也都能透過酪梨文創坊、臺南農漁產品

網路商城等網路實體店家購買，一起為大內

鄉親盡一份心力。

大內石子瀨社區
以酪梨開創良善循環

❶社區成員正以酪梨籽熬製植物染染料。

❷農民李玉蘭(右二)長期提供酪梨廢棄物讓社區再利用。 

❸石子瀨社區以酪梨落果、酪梨籽研發系列商品。(圖片提供 | 石子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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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位在官田的熊愛菇農場共有14座秀珍菇栽培室。 / ❷必須供應14度的低溫冷氣，秀珍菇才

會出菇成長喔！ / ❸圍坐方桌整理秀珍菇的媽媽們，為蔬菜箱理貨也大顯身手。

❹❺秀珍菇調理包有多種口味(圖片提供 | 熊愛菇)。

隨著COVID-19疫情的延燒，採訪「熊愛菇」

淞傑商行時，其防疫蔬菜箱服務已邁入第五

週。年輕菇農林仁傑每週精選十二項蔬菜、一

項水果組成蔬菜箱，並提供加購肉類、蔥蒜辣

椒辛香料、與每週特選（例如土雞蛋）讓消費

者視需要選購後，安排於週四至週六分別親送

臺南溪北、溪南地區與臺南市區，不做外地宅

配，其熱血行動的背後有一份對「袖珍菇」的

自信與愛。

來到位於官田區二鎮里的熊愛菇農場基地，這

裡是無毒種植袖珍菇的栽培場，工作人員們正

圍坐於方桌分級整理當天現採的袖珍菇，一朵

朵有著菌傘肥厚而完整無裂口、菌柄短的上品

特徵，感覺美味可口，而人群當中最年輕者便

是農場主林仁傑，七十年次的他從零開始摸索

養菇至今第九年，最初種遍珊瑚菇、柳松菇、

雪菇、鮑魚菇…等十種以上菇類，終於定情於

袖珍菇，其於養菌期間需引入新鮮氧氣的特性

能善用周邊空曠自然環境，出菇二週期間則以

環控設備給予低溫十四度的條件，品質與產量

皆已優質穩定。

從農前原是保險業務員的林仁傑表示，轉換跑

道的動機原是務農時間自由，可兼顧當時即將

出世的小孩，而作物蘊含甚多可供研究探索的

奧秘，符合他凡事樂於經驗與挖掘的個性，因

此不僅親種過十種以上菇類，也曾研究如何養

菌製作太空包，現今則戮力於研發袖珍菇調理

包，與積極參加市集擺攤，曾經的業務魂不因

務農而拋卻，積極地站在第一線面對消費者，

自家袖珍菇的好要讓大家都知道且方便吃到。

熊愛菇出品的袖珍菇調理包有藥膳、何首烏、

麻油、肉骨茶、綠咖哩等口味，內含口感依然

鮮脆的眾多袖珍菇，需冷藏保存，烹煮時隨喜

好再添加蔬菜或肉類即是美味料理，是臺灣首

創的袖珍菇調理包，宣傳方式瞄準露營客群，

親送傳心意

熊愛菇防疫蔬菜箱
也在市集推廣，並持續進行常溫調理包的研

發。然而突如其來嚴峻的疫情，讓露營與市集

皆不可為，行動派的林仁傑不因此困頓，隨即

啟動B計劃推出防疫蔬菜箱，其中必有自家袖

珍菇並附贈調理包，親送至客人手上讓良性互

動不間斷。

為了這蔬菜箱，這位菇農將歷年來打造的基礎

發揮地淋漓盡致，菜色中必有兩項是青農夥伴

的產品以互相支持，已建立供貨信任度的盤商

則讓菜項多樣且來源穩定，平日分級袖珍菇的

員工們身手俐落是蔬菜箱的最佳理貨員，再加

上與臺南東區糖果廚房的主廚莊雅閔合作，拍

攝VLOG在熊愛菇粉專示範各種料理食譜，正

向地面對著每個不可預期的變化。林仁傑也期

望，當疫情退散蔬菜箱的需求退燒，即使少量

仍打算持續做這服務，因這也是能和顧客交流

的珍貴時刻呢！

酪梨文創坊
https://www.laoil.com.tw/about.php

熊愛菇·鮮菇到｜淞傑商行
https://www.facebook.com/

熊愛菇鮮菇到淞傑商行-101855758514023/

◀  酪梨產季以盒裝方式產地直送

      (圖片提供 | 石子瀨社區) 

健康酪梨蛋沙拉

材料：	酪梨半顆、水煮蛋１顆、小番茄4顆、檸檬1/4

顆、鹽少許、義式香料或黑胡椒少許

作法：	熟酪梨切丁以叉子壓成半泥狀，加入切塊的水煮蛋、番茄繼續搗碎混

合均勻，慢慢加入檸檬汁、鹽少許，試完味道後撒入香料或黑胡椒即

可完成。直接吃或當成開胃抹醬搭配烤土司、蘇打餅也很合適。

酪梨海鮮義大利冷麵

材料1：	透抽、鮮蝦、蒜末、辣椒、義大利麵

材料2：	酪梨切丁、番茄切丁、檸檬汁、乾酪（材料依人數調整份量）

作		法：	義大利麵煮熟後放入冷水撈起冷卻，材料１入鍋炒熟後放涼，最

後將上述混拌後放入材料2拌勻即完成一道清爽冷麵。

料理示範、攝影｜王苓

1
2

3

4 5

林仁傑將防疫蔬菜箱

親送到府，臺南限定

含12項蔬菜1項水果，

附贈秀珍菇調理包

▲

蔬菜箱

亲送
到府



這次在大雨中造訪的「將軍山農場」，位於白

河北端的「內角」聚落山下的農場，有著令人

羨慕的隱居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生活，寧靜的田

園卻舉辦過「千人控窯」活動而闖出名號。

白河，因盛產蓮花、蓮子，又被美稱為「蓮

鄉 」 ， 雖 有 豐 碩 的 稻 米 、 蓮 子 產 業 ， 但 仍

和臺灣大多的農村一樣，同樣面臨人口老化

及人力外流的困境。「雖然白河的蓮田栽種

面積居全臺之冠，今年因為旱災而僅剩170

公頃，雖然產量減少，但蓮子費工需人工剝

皮，還是有缺工的現象，這對在地產業能否

永續經營是最大關卡。」採訪剛開始，將軍

山農場負責人魏宗淇便點出目前白河最為急

迫的議題。

辭去教職返鄉的第一年從紅鬚玉米筍、水果

玉米開始「練兵」累積經驗，重新與祖先留

下土地產生更深厚的關係，玉米銷售成績開

出紅盤，隔年2015年就獲得「百大青農」的

肯定，開始在這片四甲土地耕種更多的友善

農作。

人口，是維持農村持續發展的活水。魏宗淇

的 返 鄉 之 路 除 了 接 手 家 中 的 農 地 務 農 外 ，

希望找到一群同樣喜歡農村，想投入農業的

夥伴也成為他回鄉的任務，期能解決人力問

題，青農之間也成為相互支援的依靠。

「一群農夫」行動從2016年啟動，農場提

供投入農業最難取得的土地、人力，讓將軍

山農場成為青農培訓基地，大家在這片土地

共同務農，共享利潤。但這些年來來去去的

青農約有30位，有的無法熬過夏天的炎熱，

有些是實際投入後才發覺沒有山居歲月的浪

漫 。 魏 宗 淇 決 定 暫 停 原 有 機 制 ， 重 新 思 考

農場轉型以及人力支援方式。後來他認識和

他一樣在白河務農的青年農友，現在這群青

農不僅是支援農場大型活動的人力，農友也

能各自向夥伴、遊客分享其專業，「一群農

夫」的觸角更廣也更為多元。

有了穩定的運作經營，農場的產品也更多樣

化。除了蓮子、蓮藕粉、柳橙、台南16號越

光米、黑米、水果玉米等時令農作之外，以

山坡上的自然甜橙及本土黃豆釀製而成的甜

橙和風醬、風味醋是日常百搭好醬。因應疫

情也推出不同組合的防疫物資箱，有醬醋茶

系列、特色好米糧食箱系列，產地直送來自

好山好水的自然甘甜。

從採訪、農場臉書、YouTube影片都可以

發現，從培育青農到農場體驗活動，都還是

隱藏著魏宗淇的「教育魂」。他說：「其實

農業無法被模仿，全臺灣的青農應該沒有幾

個原本在教育領域又回來務農，“食農＋教

育”就正好適合我往這專業投入，找出和別

人相異之處，往這方向努力發展。」

內角里八成居民姓魏，相傳是清乾隆年間到

此地開墾。這片山下廣大的場域以及庄內家

族親人的支援，魏宗淇擁有發展食農教育事

業得天獨厚的條件。「到60歲還有15年的時

間，我有一個創造”農業迪士尼”的夢想，

農業體驗、食農教育、產地參訪等各種可能

都在這場域發生。」有了這個夢想，根留家

鄉的魏宗淇有了更明確、長遠的打拼方向。

將軍山農場
山腳下的創生基地

❶將軍山農場一步一腳印打造「農業迪士尼」。 

❷白河蓮子需人力費工處理。 / ❸佔地寬廣的將軍山農場。

❹將軍山農場積極的參與市集推廣白河在地好物。(❶❹圖片提供｜將軍山農場)

在 全 民 精 通 吃 魚 的 臺 南 ， 濱 海 的 七 股 、 安

平、安南等各區漁產達人多不繁給，其中，

設 立 在 七 股 區 十 份 社 區 的 「 股 份 魚 鄉 工 作

室」是少數能同時提供體驗旅遊、海鮮採買

與食魚教育的團隊。侃侃而談生動介紹著虱

目魚的兩位創辦人廖宜霈與林筱菁，讓人好

奇她們是傳承哪戶漁家衣鉢的年輕人呢？但

其實她們一人來自臺北、一人來自臺中，因

就讀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與博士班所

結下的緣分，而選擇創業定駐在漁村裡築夢

踏實。

由於廖宜霈在過往因承接專案計畫採訪數位

漁會產銷班班長時，得知許多漁民皆是以友

善環境方式從事養殖，可惜欠缺故事行銷，

產品鑑別度較低而連帶影響收益，因此兩人

秉持城鄉經紀人的理念，於2017年將都市計

畫的媒合與規劃能力帶入十份這個遍地魚塭

的村落，獲得當地雕塑藝術家楊明忠認同而

提供駐點場域，與建功國小校長王琬婷積極

合作食魚工作坊，使她們能更融入與漁民交

流學習，並將趣味與知識性的內容運用於課

程與遊程設計之中，日積月累獲得肯定與信

任之後，也推出文蛤、虱目魚等水產品的銷

售平台。

股份魚鄉合作的漁民與水產有王啟森（七股

南灣生態養殖）的文蛤、龍膽石斑、紅雞母

與燕鯧，黃柏恩（蠔好先生）的帶殼牡蠣，

邱創褘（冠騰海產）的白蝦、虱目魚、烏魚

子，陳燕儒（粿族食品）的火燒蝦乾與蘿蔔

糕，以及三股社區的紅蔥酥，各個皆蘊含友

善思維與風土文化，因此也是體驗與課程絕

佳的場域，四年來彼此協力共創推出文蛤、

虱目魚深度遊程與三本繪本，建功國小更成

為眾多學校前來參訪食魚與生態教育的熱門

學校。

對於股份魚鄉而言，核心並不在於水

產銷售額或遊客數的多寡，而是

在於充分運用每一個機會訴說動

人的故事，因此在股份魚鄉網路商

城上，每一項產品皆溫暖地載明著生

產者、產地與漁者漁事，並附帶產地

直擊影片與圖文並茂的料理食譜，粉專

上也熱情滿滿地上傳豐富的料理影片，在

此疫情期間，即使不能到漁村與海邊遊玩，

活跳跳的海味也可經由股份魚鄉新鮮直送到

消費者的眼前，搭配這些故事更能吃出食魚

教育。

魚幫水、水幫魚，在漁業是必然，對於股份

魚鄉則是發展歷程的最佳寫照，當初受到接

納而打穩基礎的兩人，如今在七股可說是青

春活力集結的圓心，不只是漁二代，當地的

和明織品和文青飲料店等店家，以及在地的

導覽人員，也都在無形之中串聯起來，互撐

傳承也互為陪伴，一起以七股為基地，進行

著臺灣的食魚教育與漁村推動發展的故事。

股份魚鄉
七股漁產吃出食魚教育

❶位在七股區十份里的小橘屋，是雕塑藝術家楊明忠夫婦提供的駐點基地。/ ❷與七股友善養殖漁民

們合作販售的產品。/ ❸一起傳承也玩樂的七股年輕人們。/ ❹文蛤體驗之旅，摸蛤仔兼洗褲。

❺股份魚鄉工作室創辦人廖宜霈（左）與林筱菁（右）。(❶❸-❺圖片提供 | 股份魚鄉)

▲  繪本是最佳的食魚教育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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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群農夫/將軍山農場
https://rwa3j6.1shop.tw/xvyozo

股份魚鄉七股協作水產線上訂購
http://cofish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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