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神農獎范銹龍

山頂果園節水成功帶動獲利空間
■ 編輯室

范銹龍表示，早期噴灌用水，水量無法有效

使用，仍然潛藏缺水危機。大約 20 年前，

透過政府安排，特地前往日本考察農場節水

運作，回來後將噴灌作業全面改為滴灌，讓

每滴水發揮最高價值。

水
是農業的生命泉源；20幾年前，我們已經自

覺缺水的嚴重性。 2007年全國十大神農獎得

主、山頂果園農場主人范銹龍，集結苗栗大湖產銷班

學員持續投入節水行動，運用水利署補助增設的水塔

與灌溉設施，以傳統農作五分之一水量，種出獲利超

出二倍成果。大湖草莓的品質、名氣歷久不衰，至今

依舊是台灣冬天最香甜旅遊「趣」處。

相約「大暑」前一天前往探訪，當天高溫炙熱難

耐，這座擁有全國首張「ISO22000食品安全認證」

的果園內，大夥揮汗忙著草莓田高架工程。「這是今

年冬天擴產計畫，原本地上一條溝式的種植法，架高

後等於增加三倍面積，及腰高度，完全人體工學。」

范銹龍導覽時解說，每年從十二月開放到明年四月底

的草莓季，隨著網路國際化，遊客非常多元，無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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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或團體，遍及國內外。十年前所建立的港、澳、馬

來西亞老主顧，就像候鳥般，年年報到。開發 34年

的山頂果園，已是大湖最具代表性的示範農場，透過

臉書、line等科技網絡行銷，今年冬天勢必供不應求，

並開發週邊保留多年的建地，趁著夏季育苗空檔，做

好高架工程。

他說，草莓經濟價值高，卻是充滿挑戰的農作，

至今仍無人願意出售草莓苗，農民想要種草莓就得全

程自行包辦。「你想想看，同樣一株 10元，一般草

花苗 40天就可以上市出售，草莓苗卻要花六個月時

間培育，誰肯做？」范銹龍指出，大湖草莓農都是以

走蔓育苗，挑選當年最好的母株蔓，一株分出約 45

棵小苗，依序放進苗杯裏發育。「此時水量需求很大，

必須噴灌。」還好夏天溪水很多，水的問題不大，反

倒是不斷飆高的氣溫，威脅著小苗生命。

六個月後，育苗成功移入苗田，草莓也準備伺

機露臉見客時，此時灌溉用水開始吃緊。早期為了搶

水，農戶時有爭議。他說，「大湖農田使用的灌溉水，

全靠農戶自行接管，取自野溪山溝水，雖然天然山水

免費，卻不是源源不竭。」一旦進入冬天乾旱期，野

溪搶水成了地方大事，水荒嚴重時甚至無法洗澡。而

此時草莓準備上市，缺水不得。於是范銹龍發動左鄰

右舍研商，觀察野溪動態，發現具有白天水量少﹑晚

上水量多的特性，協調採取分時段抽水備用，並增設

噴管設施，有效管理澆灌用水。

他表示，早期噴灌用水，水量無法有效使用，

仍然潛藏缺水危機。大約 20年前，透過政府安排，

特地前往日本考察農場節水運作，回來後將噴灌作業

全面改為滴灌，讓每滴水發揮最高價值。根據他的統

計，滴灌水量平均一株一天只要 120到 130西西水，

一分地 4500株草莓，一天約使用 5.85噸的水。如果

是傳統噴灌方式，至少需要 50噸水量，兩者相差高

達十倍。令人欣慰的是，草莓田高架後，種植面積相

對擴大 2、3倍，農作用水量依舊低於傳統噴灌。「省

水等於省電，經營成本相對降低。」他很感謝政府一

路照顧，幫助有心投入農作的農戶提升競爭力。初期

農民使用的滴灌材料，都是從以色列進口，12年前

台灣廠商終於研發成功投入量產，農作資材成本隨之

下降，對草莓農來說更加有利。

由於農場所有用水全來自天然野溪，沒有任何人

工防護措施，暴雨來襲時往往夾帶大量汙泥，影響水

質，必須動員人力清理。為了用水無虞匱乏，他向水

利署申請補助，在園內高處設置 4座鋁製水塔，每個

容納 50噸水量。「水塔永遠要存滿水。」他總是不

厭其詳提醒團隊，日積月累經驗中，他也練就出神準

聽力，只要耳朵貼近水塔，從水聲回音中就能判斷出

內部存水量。旺季入園遊客人次有時高達7﹑8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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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立即採取降壓措施，控制各個水籠頭出水量，避

免影響草莓的灌溉用水。

  

植物要水，但不是泡水﹔水，少了活不了，多了

一樣會死。天生嬌貴的草莓，在生長緩慢的黏土環境

裏，最能養出口感佳﹑硬度夠的高品質。 范銹龍表

示，種植草莓並非一路順遂，接手果園以來，經歷各

種考驗與轉折。

自稱是新竹縣北埔鄉第四代農民，最大興趣就是

務農。那年，民國 69年，台北朋友有意出售苗栗農

場，二話不說買下。原本農地上種植著高接梨、橘子、

枇杷，初期就這麼依樣畫葫蘆，享受著田園樂。早期

大湖很多橘子園，生產的橘子特別耐儲存，可從 11

月存放至明年 3、4月，收成量及價格幾乎比南部果

園高出一倍。風光時期，他的果園一公頃可生產 6萬

斤至 7萬斤，平均一斤 20元計價，收入高達 120萬

到 150萬元。3.5公頃的農地收益，非常可觀。務農

心意，因此更加堅定。

只是好景不常，台灣農村環境禁不起產業勞力結

構轉型的打擊，民國 7、80年間，人力嚴重短缺，農

忙時經常有錢請不到工人。無獨有偶的，關係梨子結

果的花苞、花穗，七成來自日本進口，竟然出現花穗

性病菌，無法進口，來源不穩定，產量大受打擊。加

上出貨的包裝器材，水漲船高，經營成本不斷墊高，

耕種意願開始動搖。

窮則變，高經濟價值的草莓很快受到青睞。早

期，草莓是種在地上，採摘時得彎腰，容易造成職業

傷害，對遊客也很不方便。一旦噴水灌溉過度或遇到

連續暴雨，草莓跟著倒霉，想要提高獲利空間，經營

模式必須有所調整。政府注意到這個問題，民國 80

年間，中興大學開辦專業農民進修課程，在農政人員

鼓勵下，范銹龍咬緊牙根重拾課本，報考植物保護植

病系。

回想那段進修讀書的日子，他說，晚上六點到十

點上課，開車來回各 105公里。「持續 4年，一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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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5、6小時，務農、讀書，體力、腦力兩頭燒，

壓力之大。看著半大不小的孩子，除了苦撐，還是苦

撐！」課堂上教授指導的水分管理、滲透壓等專業學

理，讓他看到農業願景，「我學會不盲目，對日後經

營管理幫助很大。」如今苦盡甘來，務農為業的信心

也擴及弟弟一家人，妯娌相互扶持，建立起家族企

業。回首大學路，他認為最大成就還是收益的增加，

比起一般農戶，付出成本少三分之一，獲利卻能多出

二倍。而最大安慰，應該是兒子主動回來接班吧！

台灣農村老化問題愈來愈嚴重，沒有年輕人肯留

下來，農忙時工人非常難找。他憂心指出，所屬產銷

班，最盛時期成員多達 33人，隨著高齡化，目前只

剩下 22位，成員快速縮減突顯出接班的難度。以前

一天工資 5﹑ 6百元，大家搶著做；現在一天 2千元

還找不到人手，人口老化、廢棄果園不斷增加，雜草

叢生環境變成病蟲害溫床，對農作環境相當不利，消

費者只好依賴國外進口蔬果。

兒子願意接班，讓范銹龍倍感欣慰。他說，兒子

學校畢業後跟一般年輕人一樣，嚮往都會生活，到台

北市內湖一家餐廳工作。獨自打拼 6年後，有天突然

告訴他，與其幫別人創業，不如回來種田。屈指算來，

11年父子並肩合作，規模也不斷擴大，目前開放觀光

面積近 2公頃外，坡度較險暫不開放的 5公頃，以直

銷方式銷售。最近弟弟的孩子也加入團隊，6人以企

業化管理共同經營，每月固定薪資，年底則分配盈餘。

「以前在台北工作，雖然月薪比現在高。」范銹

龍兒子卻很知足，因為現在「老闆」包吃包住還送車，

月薪幾乎原封不動存起來。每年「公司」提供二到三

次出國旅遊，觀光兼考察，學無止境。

范銹龍目前還擔任農委會顧問，參與政府推動百

大青年返鄉計畫，擔任學員的陪伴輔導師，協助「吉

時從農、青春築夢」的青年農民實現田園夢。其中一

位家住台北市的碩士生，經過一年輔導，已在苗栗租

地種植水稻與溫室蔬菜，網路行銷成績還不錯。自從

接觸青年農民後，他的經營視野再提升。他發現，農

業推廣自我行銷很重要，科技化是趨勢，年輕人確實

較能得心應手。透過農委會培訓，他看到兒子努力的

背影，從生產履歷、稽查員到 ISO國際認證講師，不

斷自我挑戰， 唯有打敗自己才能更進步。 

面對地球極端氣候的衝擊，他深知務農之路必

須多聽多看多充實，才能因應惡劣天候。民國 44年

出生的他，始終維持著寫日記習慣，逐日記錄氣候變

化、農場活動，即使出國也會記錄各地農業措施，包

括水路、防風、防蟲及灌溉噴灑等特色。看到不懂的

植物就拍照，回來想辦法找出所屬科目，連土壤也不

放過，「我會聞一聞、舔一舔，記錄下 PH值。」希

望以身作則，激勵更多青年投入農事工作，帶動台灣

農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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