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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簡介 

模範農民： 

陳坤生 珍惜土地  有機農業先行者 

簡介 

力行自然農法  貫徹環保理念 

三十多年前，陳坤生創立了「陳稼莊果園」，擁有遠見與理想的

他，已力行自然農法，堅持不使用農藥、化學肥料及除草劑，成

為臺灣有機農業的先行者。他推出有機桑椹、有機紅心土芭樂、

有機稻米等作物製成的「無添加、無調整」有機加工品，成功打

開通路。 

擴大加工產能  與有機小農合作 

陳坤生近年則將加工廠設備升級，主打「無添加、無調整」為原

則，生產有機天然加工品，並積極參展，提升品牌能見度。他推

廣有機農業不遺餘力，樂於協助有機小農拓展通路，創造共贏。 

積極參展 推廣外銷市場 

陳坤生跟隨縣市政府或是自行參加國際的食品展或美食展，目前

穩定出口各國。未來將持續提升產品外銷比例，把臺灣優質農產

加工品推廣到國際舞台。 

蘇國禎 無毒養殖  打響鑽石斑名號 

簡介 

天然蔬果酵素育成  開發魚類防寒技術 

蘇國禎養殖石斑魚等高經濟價值魚類，追求食安高標準，堅持無

毒綠色養殖零投藥，以光合菌搭配天然蔬果酵素取代傳統用藥，

育成率高達九成，他首創「防寒三部曲」技術，有效防止低溫危

害魚群。 

培育地方生力軍  開拓冷水魚新藍海 

蘇國禎以 LNG冷排水打造最適合石斑魚生長的環境，協助地方

青年漁民完成 LNG冷排水管線的嫁接工程，教導青農冷排水技

術，並在寒帶魚研究中心指導下，成功育出冷水魚牙鮃及石鯛。 

深耕在地品牌  團體戰力量大 

蘇國禎創立「蘇班長安心石斑」，並開發急凍保鮮與活魚運輸技

術，有助於推廣與外銷。他也開發魚產熟食加工品，挺進多元市

場，藉由食魚教育與漁村文化體驗，將養殖業提升為六級產業，

同時積極培育漁二代，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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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池 用心拼綠金  種出夢幻綠竹筍 

簡介 

發揮醫檢精神  無毒友善耕作 

原本學醫的吳國池接手祖傳家業，投入綠竹筍的栽培，綠竹園全

區採用合理化施肥及無毒生態工法耕作，還推行綠色循環經濟，

將竹子粉碎成竹粉再利用，改良土壤變得鬆軟且空氣流動性佳。 

筍王榮銜肯定  邁向智慧化農業 

吳國池經營竹園通過綠竹筍 TAP產銷履歷國際驗證，以及有機

驗證，不同於傳統栽培，他重視科學試驗及研究，積極產學合作，

朝智慧化農業發展，且經常參加競賽並獲獎，享有北區筍王的稱

號。 

帶領產銷班發展  為產業盡心力 

他長期擔任產銷班班長，帶領班員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共同行銷

及提升品質，並擔任農村再生種子講師，協助解決農民問題，對

產業盡心盡力，實踐他務農濟世助人的信念。 

尤惠璋 優化玉荷包生產技術  立下產業里程碑 

簡介 

草生栽培友善土地  掃帚梳花省時省力 

尤惠璋重視生態環境，採用草生栽培，建立永續經營的果園模式

種植玉荷包荔枝，研發獨門技術提高產量，帶起大樹區農民種植

玉荷包風潮，且導入優勢品種，延長與分散產期，降低經營風險。 

首創玉荷包粒裝  產地直銷擴大市場 

尤惠璋首創以粒裝取代帶枝葉的玉荷包，降低技術性勞力需求，

粒裝玉荷包和自動化分級建立健全的產品分級制度，而搭配低溫

宅配從產地直銷，擴大海內外市場。 

積極經營品牌  推動產業多元化 

尤惠璋自創「尤惠璋果園」品牌，同時與異業結盟，研發荔枝加

工品，平衡調節荔枝市場質量，也能提高荔枝果品附加價值，立

下玉荷包產業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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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傑 堅守友善畜牧  快樂雞產優質蛋 

簡介 

轉型友善飼養 落實動物福利理念 

林智傑推動動物福利蛋，採用友善畜產管理模式，實施全場室內

平面飼養，以模擬自然環境的環控系統，給予雞群舒適的生活環

境， 

確實執行生物防疫  打造潔淨安全環境  

林智傑嚴格執行生物防疫與統進統出的安全管理，生物藩籬土地

面積近三公頃，嚴密的生物屏障可避免外界病源污染場區，綠化

環境採用人工除草，不使用任何除草劑或化學藥劑，保障雞隻健

康避免感染。 

維護食安獲肯定 自有品牌自產自銷 

他精進飼養技術，通過產銷履歷、人道飼養及友善畜產認證，得

到動保團體肯定，在產業界立下楷模。他以行動實踐理念，凡事

親力親為，對農業永續多所貢獻。 

 

李美玲 放手一博  再創洋菇新風華 

簡介 

專業化環控管理 為品質把關 

李美玲翻轉傳統洋菇栽培方式，研發專業化環溫環控設施，不僅

提高洋菇品質良率，可整年生產，確保品質及產量穩定。 

注重環境永續   建立產品身分證 

李美玲建立「興家洋菇」品牌，注重食安需求，堅持以安全衛生

零污染為出發點，率先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建立洋菇身分證，讓

消費者可安心購買食用。 

突破洋菇尺寸 全臺產量第一 

李美玲培育出直徑達 5公分以上的霸王洋菇，將洋菇依不同消費

市場需求分級包裝，打入大型量販超市，以高品質高產量，掌握

市場議價主導權。她成立產銷班，熱心輔導返鄉青農與班員，藉

由互助共享共好，讓洋菇產業再創新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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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肇榮 種好稻出好米  推動永續水稻生產 

簡介 

水稻健康管理 建構安全農業 

三光米第三代接班人林肇榮力推友善耕作理念，建立水稻友善健

康管理模式，導入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PM），提升稻米品

質與安全，朝永續農業發展，榮獲第一屆永續善農獎。 

精進加工 提升品質競爭力 

林肇榮採用分級收購方式，使種好米的農民收益增加，更提升栽

培品質。更引進全套日本高階精米設備，並通過有機農產品加工

驗證及產銷履歷驗證。 

推廣食米文化  健康吃好飯 

林肇榮落實食安自主把關，以拉曼光譜儀檢測農藥殘留，加工通

過各項國際驗證，並積極推動食農教育，期讓下一代了解臺灣米

食文化的價值，帶動米食消費，讓更多人品嚐到臺灣優質稻米的

好滋味。 

沈世政 幸福升級 美味酪梨的推手 

簡介 

吸收新知 強化生產技術 

沈世政傳承家中酪梨產業，秉持尊重土地與永續經營的理念，以

創新栽培技術產出高品質酪梨，同時提高產量。他也不吝在期刊

上分享種植技術及心得，使整體產業受惠。 

果品分級 加工提高價值 

沈世政在眾多酪梨品種中，篩選品質較好的品種嫁接及栽種，訂

出所有品種的分級標準，採收後出貨前都依標準嚴格慎選，只有

特級品可以鮮果形式銷售，還開發多元化加工產品，如冷凍果

肉、冰淇淋、手工皂等，將有「幸福果」美稱的酪梨價值升級。 

從消費者出發 提供安心保證 

沈世政自創品牌「阿波卡樂酪梨崎園」取得產銷履歷驗證，透過

直銷宅配，提供消費者客製化服務，贏得市場口碑。身兼產銷班

班長的他，更帶領班員榮獲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的最

高榮譽，成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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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志 企業化經營  打造美麗蘭花王國 

簡介 

引進現代化設備  提升蘭花品質 

陳宏志傳承花卉家業，以企業化經營模式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建

置全自動化環控生產系統，創新引進優勢花卉品種，並與改良場

研發熱帶蘭花產期調節技術，依外銷切花需求計畫生產，提高收

益。 

開發新興外銷花卉  建構 E化管理平台 

陳宏志帶動熱帶花卉外銷效應，升級包裝集貨場設備與外銷認

證，開發海運併櫃模式降低運輸成本，並 E化管理花卉專區社群

平台，導入客製化產品，增加花農收益， 

六級產業化  提供多元農業服務 

陳宏志創立「天使花園休閒農場」品牌推廣行銷，打造全臺首座

以蘭花為主題的白色教堂-天使花園，提供在地就業機會，促進

社區經濟發展，且結合在地農產，使用優質農產入菜，協助行銷

小農特產，共享經濟，創造雙贏。 

蔡勝峰 養蜂新思維  成就甜蜜事業 

簡介 

著重選育 分場管理 

蔡勝峰運用現代技術來經營養蜂事業，著重蜂王選育、勤換蜂王

及分場管理，依生產需求輪用不同蜂種以增加產量，並能保持蜂

群活力，生產出高品質的好蜜。 

為產出好蜜  不畏辛勤奔波 

蔡勝峰依蜂產品產季安排生產計畫，一整年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外

辛勤奔波，帶著蜜蜂逐花期採蜜。 

生產流程透明 參賽屢創佳績 

蔡勝峰帶領產銷班成為全國第一班獲得產銷履歷的蜂蜜班。他在

蜂蜜評鑑上屢創佳績且不吝傳承經驗，2020年臺南市國產蜂蜜

評鑑就有多達五位特等獎得主出自他帶領的產銷班，他自己更是

全國蜂蜜評鑑頭等獎及特等獎的常客，對促進產業發展貢獻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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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政祐 水稻旱田直播 突破缺水困境 

簡介 

因應氣候變化  旱田直播節水省工 

劉政祐承接父親的種稻家業，對水稻栽培管理有一番新思維，為

因應氣候變遷導致農耕缺水問題，他參與「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

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改變現有水田栽培管理模式，嘗試旱

地直播法種稻，節省育秧所需的人力成本、灌溉水用量，涵養水

資源，並穩定收益。 

活化休耕   提高國產雜糧自給率 

劉政祐以一期作旱田直播，搭配二期作轉作雜糧栽培，提高國產

雜糧自給率，提升農地利用價值，並透過地產地銷的方式，在減

少碳足跡的目標下，找出適合北部種植的品種。 

朝向企業化經營  樂於分享經驗 

劉政祐投入水旱田輪作體系開發與服務，並擴大經營規模，培養

年輕專業農民投入農業生產行列，並將企業經營理念導入農業，

創立新豐鄉品牌「自創食代企業社」。 

王朝偉 十年磨一劍 展現紅茶軟實力 

簡介 

一貫化作業 不放過任一環節 

王朝偉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投入紅茶產業經營，從茶葉生產

到產品販售，每一環節都步步踏實去做，並建立契作收購標準，

穩定茶農收入與維持品質，以產製銷一貫化作業為目標，開發各

種機器設備。 

品牌打出口碑  創造加值效應 

王朝偉將紅茶產業從一級提升至六級，成立觀光休閒農場，並以

品牌「HOHOCHA喝喝茶」推廣日月潭紅茶文化。他積極擴增

通路，並持續開發茶葉蛋、手搖飲、罐裝飲料等延伸產品，推動

紅茶普及化，期盼紅茶文化能更貼近民眾生活，帶動產業蓬勃發

展。 

追求產業共好  擴大紅茶版圖 

王朝偉擔任日月潭青農聯誼會副會長，協助青農組織運作不遺餘

力，也與契作夥伴合作解決問題，達到產業共好的目標，另外組

織班員成立產銷班，指導班員產銷技術，穩定班員收益，同時熱

心協助班員申請產銷履歷、產地認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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