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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辰 打造竹筍加工新價值神農 

簡介 

自創品牌，增加農民收益 

李星辰創立「日茂竹筍」品牌，興建符合 ISO、HACCP 認證規範的加

工廠，整合上游農民，擴大與農民契作的收購量，讓「日茂竹筍」增

加產能，能穩定供貨給通路商。「日茂竹筍」的成長，也逐漸提升農

民的收益。 

創新技術與設備，取得各項食品認證 

李星辰升級加工設備，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並以創新「黃金保鮮工

法」，提升產品的鮮味與口感。他申請有機農產品加工驗證與產銷履

歷加工驗證，為食品的安全層層把關，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度。 

加工農產品的思維 V.S.消費者的便利性 

在加工農產品這條路上，李星辰會不斷的思考消費者的接受度與便利

性，例如「即食」對消費者來說，就節省了許多時間的成本。李星辰

表示面對不同的消費族群，他都要去思考「消費者的便利性」、「健

康的美味」、「更好的品質」以及「延長賞味期」。 

李榮春 帶領臺灣黑豬進軍全世界的推手 

簡介 

從科技轉業，復育黑豬 

臺灣純種黑豬生長緩慢，所以政府引進其他豬種進行雜交。雖然改善

了成長速度，卻讓臺灣純種黑豬血統紊亂。李榮春與臺大教授合作，

運用科技方式，成功復育臺灣黑豬。 

創建自有品牌，打造響亮名號 

要進入國際市場，就要有品牌。李榮春的自創品牌叫 Odiva，念起來

就像臺語的「黑豬肉」。這樣的命名，讓他感到相當的自豪。李榮春

的 Odiva品種純，品質佳，品牌響亮，在三品相契合的情況下，他的

目標是要讓臺灣平埔黑豬與伊比利黑豬一樣享譽國際。 

創新產業技術，降低碳足跡 

李榮春一直在思考，如何跨域結合，將在電子業的經驗投入畜牧業中。

他將汙水想辦法回收再利用，做熱能的轉換，用於小豬保溫，換算成

的碳單位就減少了許多。所以，拿到了外商的碳查驗證書。李榮春的

牧場導入科技管理設備，發展出獨一無二，擁有最新科技的綠能牧場。 



 

第 34屆全國十大神農簡介 

2 
 

邱俊魁 從青農返鄉到茶香職人，撐起茶園一片天 

簡介 

青農新思維為家鄉茶產業注入新活力 

邱俊魁為了避免茶葉產期過於集中而導致短時間產量過多，他改變種

植的流程，讓茶園的品種多元化，除了可以發展不同茶葉品種的特色，

也能讓茶葉的收成時間分散，解決茶園人工不足的問題。 

友善栽種與野生動物共存，運用科技管理解決缺工問題 

邱俊魁利用乘坐式採茶機來解決人力短缺的問題，運用以色列滴灌系

統來省水，邱俊魁的省水省工模式，可以讓他有更多的心力為茶園的

未來努力付出。他打造出友善無毒的種植環境，讓茶園生態環境能與

野生動物共存。 

以競賽來提高品牌知名度 

邱俊魁認為參加國際的競賽，除了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也能讓國際

更關注臺灣的茶葉特色，帶動茶產業的發展，這也是邱俊魁持續努力

的目標。 

邱冠鈞 掌握科技，智慧農業翻轉設施蔬菜新時代 

簡介 

結合傳統農法，創新農業新思維 

邱冠鈞認為把父執輩的經驗、技術數據化，將數據傳到智慧農業系統

的雲端，讓他在輔導青農的時候，讓沒有經驗的青農，可以系統化的

學習種植方法。他認為農作方式必須轉型，要讓機械節省人力，讓智

慧系統可以更精準的協助種植流程。 

機械化設備，縮短農務學習歷程 

邱冠鈞從日本引進三合一的曳引機，只要學會操作一種機具，就可以

做三種農務，縮短了操作者的學習歷程。農場也引進「乘坐式可變行

株距的葉菜移植機」，一次可以移植 6 行的葉菜，增加農務的速度，

也節省人力。加工廠也購買洗菜、預冷二合一的機器，省時又省力。 

結合智慧農業系統，手機操作一手掌握 

在智慧農業系統的農場裡，只要拿著手機或平板，就能看到農場的數

據，可以自動執行灌溉的任務、即時監視農場、自動控制遮陽網、控

制溫度和溼度等。在種植方面，智慧農業系統可以讓農作的各個步驟

更精準，可以種植出穩定與品質一致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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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言 用衝浪的精神養出活力健康雞 

簡介 

返鄉創業，分析數據養出健康無毒雞 

陳立言很重視紀錄，因為數據可以做為改善的參考。例如，不用抗生

素來飼養，將「益生菌」添入飼料，降低疾病的發生；以及低密度飼

養給予雞隻健康的環境。陳立言會逐月檢視紀錄，發現生病及死亡的

雞隻有降低的趨勢。 

堅持飼養熟齡的雞隻，讓肉質呈現好口感 

陳立言堅持飼養熟齡的雞隻，讓肉質紮實又有彈性，但是飼養熟齡的

雞隻，會增加飼養的成本，甚至有些消費者會抱怨售價高。陳立言堅

持初衷，他相信「品質導向」的客群，還是會願意支持他們的理念。 

以消費者思維來開發商品，推廣美味好雞味 

陳立言認為建立品牌是與消費者建立信任感，但是也要付出相對應的

責任感。陳立言表示在熟食料理的產品，堅持無添加，並且會以消費

者的角度來思考產品的開發，會顧及消費者的便利性，把「健康、安

全無毒、美味的土雞」推廣給大家。 

陳泓碩 用科技打造智慧漁場 

簡介 

注重食品安全、創造自有品牌，自產自銷掛保證 

陳泓碩堅持不用藥，注重食安理念，逐漸獲得關心食安消費者的青睞，

收入日趨穩定。隨著客源擴展，陳泓碩決定成立品牌。陳泓碩經營臺

灣寶蝦，與消費者直接對話，養殖場通過產銷履歷及 BAP國際驗證，

為品牌掛保證。 

打造智慧漁場，養殖產業進入科技時代 

成為「科技漁民」後，陳泓碩導入智慧養殖系統，簡化養殖程序，提

升水產育成率，達到養殖效益最大化。透過手機就能遠端管理，不用

全天死守魚塭，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鼓勵青年參與科技養殖，讓養殖業迎向朝陽 

陳泓碩秉持著安全養殖理念，「我生產、我負責」的態度，熱心服務

在地，致力推廣優質水產及爭取漁民權益，對漁青傾囊相授、無私提

攜，為社會熱心貢獻，獲獎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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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吉生 一分堅持，讓有機山苦瓜成為明日之星 

簡介 

透過有機農場，友善土地 

曾吉生一開始就選定適合保健用途的綠皮山苦瓜品種來種植，為了提

高品質，他精進種植技術。曾吉生堅持有機種植，雖然有機種植要時

常跟蟲害、雜草奮鬥，但是他堅持友善土地的種植方法。 

堅持理想，堅持做好一件事 

曾吉生種植山苦瓜的前三年是虧損的，雖然家人反對，但是他認為山

苦瓜是好東西。為了能夠製作山苦瓜加工產品，他歷經波折成立加工

場。一開始製作的山苦瓜茶只有苦味，歷經多次試作，才能讓山苦瓜

茶清香回甘。 

協助在地小農，讓大家一起共好 

曾吉生的初級加工場是宜花東小農加工農產品最重要的據點，他幫小

農們代工的利潤少，曾經想放棄，但是看到小農們渴望協助的眼神，

他就繼續努力經營。曾吉生除了可以幫小農們客製化加工品，也會協

助他們，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希望與小農們一起共好。 

蔡英地 結合密閉式鵝舍及太陽能綠電，智慧養鵝先驅 

簡介 

鋪設太陽能板，創造穩定現金流 

蔡英地建造鋪設太陽能板的禽舍，用賣電的錢創造穩定現金流。蔡英

地說：「太陽能是用綠電支持農業，只是個工具，不是賺錢的目標，

屋頂下養的鵝才是重點。」 

創造品牌，多元提升產業價值 

蔡英地投注了很多心力，發展全新的養殖模式。申請養殖專利，保護

及彰顯自己的專業，創立品牌讓產品更普及化。沒有前人的經驗，蔡

英地必須思考、調整的事情很多，愈多的挑戰，就是促使他愈進步的

動力。 

用科技翻轉養殖業，讓家鄉產業共好 

氣候變遷和人力老化是目前臺灣農業發展最大的難題。蔡英地發展非

開放式禽舍養殖技術，克服禽流感威脅，並導入智慧科技，減少人與

鵝的接觸，降低交叉感染風險；也開發手機 APP，透過網路就可以控

制禽舍室內的溫度和溼度。除了與老農合作外，他也積極輔導返鄉養

鵝的青農，希望雲林的養鵝產業，能夠永續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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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雍霖 創新養殖百變小丑魚，觀賞魚養殖神農 

簡介 

以人工養殖取代野外捕撈，為海洋生態盡一分心力 

薛雍霖觀察到觀賞水族的市場裡，很多魚隻的來源是來自野外捕撈，

但其實在捕撈的過程中，會對海洋裡的珊瑚礁有一定的破壞。所以他

致力於小丑魚的人工養殖，並且透過人工雜交的方式、技術來創造斑

紋、色彩絢麗的小丑魚。 

語言跟營銷竟然是最大的瓶頸 

薛雍霖投入就業市場後，發現語言和營銷竟然是最大的瓶頸。他認為

雖然對營銷不熟悉，與外國人溝通的過程也十分不容易，但是只能從

做中學，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再調整與優化目標。雖然這個過程十分

辛苦，但這是讓品牌被推上國際舞臺的重要歷程。 

只能「堅持」，再不斷的「突破」 

薛雍霖認為神農獎是一個過程，而非終點。他最開心的是得到評審的

認可，他認為這個產業無法單打獨鬥，團隊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只能

大家「堅持」下去，持續不斷的「突破」，才可以讓產業與品牌逐漸

茁壯。 

蘇嘉益 從總鋪師到甘藷產銷神農 

簡介 

引進健康種苗，向專家學習有效精準的栽培管理 

蘇嘉益觀察到地瓜種植的困境，在民國 106年的時候，向農業部農業

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提出健康種苗技術轉移，學習栽培無病毒的

地瓜種苗，引進種植技術和健康種苗到水林鄉，提升地瓜產業競爭力。 

自創品牌提升能見度，打開通路，提升甘藷的產值 

蘇嘉益建立「阿甘薯叔」的品牌，與農民建立契作的合作模式，努力

提升地瓜的品質；也藉由參加海外食品展，增加品牌能見度。在產品

研發的方面，蘇嘉益善用他的廚師經歷，研發出各種地瓜加工食品，

拓展地瓜新版圖。 

面對挑戰，堅持去做對的事 

建立「阿甘薯叔」品牌非常的艱辛，但是蘇嘉益認為建立品牌，才能

持續與農民維持良好的契作關係。在與農民的契作模式中，「阿甘薯

叔」都有考量到農民的收益，也以補貼的方式鼓勵農民提升產量與品

質。未來，「阿甘薯叔」將致力於把地瓜加工品外銷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