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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影響深  協力打造有機天地

峻譯的父親是國姓梅庄休閒渡假中心的負

責人，該民宿在地方經營多年，早已累積一定

的客戶及口碑，其實在父親的心中有一個夢想

，他想開創自己的有機農場。峻譯退伍後一直

在外地打拼，2010年任職於通訊業，後來輾轉

到臺北接觸幕後硬體領域，從事當時3C產業

夯的手機機板技

師工作，隨後自

己出來創業，當

事業正要起步時

，受到親情的召

喚，父親告訴他

國姓的咖啡產業

逐漸起飛，前景

一片看好，詢問

他返鄉意願，經

過一番掙扎後，

近年來國姓咖啡產業興起，也帶
動在地農村觀光發展

本場對峻譯從事有機紅龍果經營的理念表示肯定

44

青
出
於
藍
更
勝
於
藍
　

新
思
維
翻
轉
農
村



決定回到這個他從小長大的故鄉，踏上屬於他的農業旅程。

剛開始，峻譯只能在民宿當父親的小跟班，負責處理雜務工作，偶而到

田間幫忙，他發現父親在農業技術及資訊處理的觀念較老舊，而他的專長剛

好可以補強，另外在遊客體驗方面，峻譯除了專研咖啡沖泡技巧，更與當地

農民契作並取得國姓咖啡產地標章，沖泡時的香氣與滑順的口感讓來訪的遊

客們留下深刻印象。有遠見的父親，認為未來旅遊業會因為少子化因素變得

更加競爭，而農業是國家根本，只要用心經營必充滿前景與希望，老一輩的

農友聽到小孩要從事有機耕作時，大多持反對立場，但在峻譯的家庭卻看不

到這樣的困擾，有了家人的支持，他更加確立未來執行的方向，從事有機不

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消費者負責。目前峻譯與家人共同栽種有機紅龍果

0.9公頃及有機珍珠芭樂0.4公頃。

半農半休閒理念  樂觀進取學技巧

國姓的特點除了好山好水外，也造就了地方休閒產業的發達，返鄉後，

峻譯有了自己的農產體驗場所，他一直思考著如何將農業與休閒產業結合，

走出屬於己的一條路，於是他開始觀察在地亮點與農村文化特色，他發現其

實鄉村藏有許多寶藏，只要用心去挖掘，不起眼的石頭包裝後也能變成鑽

石。農場在2014年取得中興大學有機驗證標章，由於專業技術不足，導致農

作收益不高，峻譯為精進栽培技巧及提高產業競爭力，勤跑農改場洽詢品種

45

來
吧
！
青
世
代
！



改良及病蟲害防治相關知識，在本場輔導下，習得功能性有益微生物液肥培

養與調製技巧，他也常向年紀較長的農友請教營農的技巧，這些都累積成峻

譯未來成功的養分。

峻譯表示，經營民宿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周邊商品和體驗遊程，民宿內除

了販售農場生產的有機果品外，亦提供鄰近青農來此推廣自己農特產品，增

加銷售管道。假日時，在農夫市集或希望廣場等展售場合幾乎都能看到峻譯

的蹤影，他獨特的咖啡沖泡解說，搭配有機果品進行銷售，在市場上獲得廣

大迴響。

打群體戰  回農路上不孤單

許多人對農村的印象還停留在只有老人和小孩，其實近年來在政府的輔

導下，許多年青人陸續回流，國姓鄉也是如此，峻譯在返鄉從農的過程中認

識了第2屆百大青農黃國峰，兩人有著相同的理念及夢想，常會彼此關心農

場經營的現況並分享經驗，後來在農會的協助下成立國姓鄉青農聯誼分會，

國峰為分會長，他也稱職地扮演領頭羊角色，常帶領這一群青農與不同產業

觀摩學習、交流，鼓勵青農參加講習訓練，吸收新知，在這一群人的陪伴

下，峻譯返鄉的路更為精彩。

峻譯給新進青農的建議，回鄉後心態的調整很重要，要慢慢去適應這個

環境，從中尋找興趣與商機，他回鄉後學到很多，不只農業技能還有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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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實心裡是開心的， 大的好處是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時間變得有彈

性，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但相對也要承擔農場管理的風險。

推廣食農珍惜食物  活絡農村主打體驗

在峻譯的觀念中，返鄉從農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傳承，他的父親在北港國小

後面有塊空地，可當成示範園區進行食農教育體驗活動，剛好與國峰的農場進

行串連，一同發展農村特色體驗旅遊，教育民眾選擇安全安心的飲食方式，徹

底落實食農教育的真諦。農業生產難免會有些賣相不佳的次級品，峻譯認為珍

惜食物不浪費也是食農教育的一環，於是加入巧思及加工，製成果乾、西點及

糕點等可口的食物延續風味，並與遊客共享優質國產農產品及推廣健康飲食。

目前國峰擔任糯米橋休閒農業區的理事長，峻譯為常務理事，為了活絡

峻譯表示返鄉從農後 大的收穫是工作與家庭
能兼顧，但同時也要承擔農場管理的風險

珍惜食物也是尊重食物，峻譯透過巧思與加
工延續農產品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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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產業，他倆設法把遊客帶進農村，由於休區內各家業者都是單打獨鬥，

要業者自願參與休區的推廣工作難度頗高，所以他們不斷地詢問各家需求，

也配合民宿及其他露營業者開發套裝行程及手作嫩薑、手作客家麻糬及小品

真柏DIY等體驗活動，積極帶動地方發展與觀光產業。

輔導策略及標竿養成

(一)不起眼小玩意變鑽石：在本場的輔導下，峻譯將農村生活與導覽體驗相

互結合並發揮，他常運用敏銳的觀察力去瞭解遊客的興趣並開發不同體

驗活動，大家普遍認為農村玩不出新花樣，但峻譯卻不以為然，舉凡小

品盆栽的DIY或是梅汁嫩薑製作，都是經過他的巧思加以運用，創造出

農村經濟新藍海。

(二)食農教育深化：本場輔導峻譯辦理食農教育

的體驗活動，深耕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及在地

生產在地消費之正確認識，無論是手沖咖啡

或手作客家麻糬，均可培養民眾對食物、生

產者和環境的尊重與感恩，並提升對國產農

產品及食農教育正確認知及概念，進而創造

在地農村的永續發展。

青農簡介青農簡介

梅峻譯梅峻譯

#第4屆百大青農#第4屆百大青農

#南投．國姓#南投．國姓

#糯米橋咖啡工坊#糯米橋咖啡工坊

#咖啡、有機紅龍果、#咖啡、有機紅龍果、

有機珍珠芭樂有機珍珠芭樂

糯米橋休閒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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