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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太保市的蔬菜２６班楊萬福班

長，去年接受本場輔導甜瓜健康管理，今

年參選嘉義縣政府主辦的「第二屆甜瓜

節－高品質甜姐兒評鑑」榮獲冠軍殊榮，

兒子楊景祥首次參賽也獲得優勝，驗證虎

父無犬子，楊家堪稱本次最大贏家。

健康管理穩定品質提昇產量

即使時序已進入秋季，秋老虎持續發

威，艷陽下楊萬福班長依舊揮汗在溫室裡

悉心照顧甜瓜，沒有絲毫懈怠，對他來說

用心、細心、專心是從農２５年來一直秉

持的信念。當年從學校畢業後並沒有立刻

從事農業，直到結婚後眼看父母一天天年

老，家中經濟也需要人支撐，所以決心回

來接手家中農業。凡事起頭難，雖然有上

一代的加持，但是等到自己實際從農後才

發現有很多困難須克服，以前的資訊又不

像現今這麼發達，

很多時候只能自己

摸索，從失敗中記取

教訓學習經驗。剛開始種

甜瓜、小果番茄是採用塑膠布隧道型設施

栽培，管理方式比較沒計畫，只能憑感覺

靠經驗用藥下肥，收成好壞常常是看天吃

飯，當時覺得農業只是一條無奈又心酸的

不歸路。

四年前毅然決然砸下重本投入溫室設

施栽培，目前的溫室有0.65公頃，栽培小果

番茄及間作甜瓜。一開始是作吉園圃，去

年在農會及本場的鼓勵下接受健康管理栽

培輔導，期間本場專家黃瑞彰副研究員及

黃圓滿副研究員不時到楊班長種植的甜瓜

田區給予栽培管理上許多技術指導。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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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甜瓜前、中期及收成後共進行三次土壤

取樣檢測，分析土壤肥力，調整各生育期

間的施肥量，並配合使用有機肥料。在育

苗時及種植一週後都要接種內生菌根菌，

促進甜瓜根系發展，以利幼苗及後續植栽

的生長勢。生育期間依本場專家建議，施

用推薦用藥防治相關病蟲害，並在後期搭

配使用無毒資材，達到健康管理的目標。去

年楊班長也與本場合作舉行甜瓜健康管理

田間觀摩會，會中除本場專家說明健康管

理栽培要項外，同時楊班長也不藏私分享

自己的栽培管理心得，讓與會來賓深感獲

益良多。

楊班長認為自從接受健康管理的輔導

之後，在栽培管理工作上比較有計畫，比

起以往盲目的施藥用肥來得更有效率。接

種菌根菌後植株的葉片比起沒接種的植

株葉片較厚實，植株也不會出現徒長的情

況，整體品質更加穩定，擺脫農民看天吃

飯的無力感，產量保守估計至少能增加一

到二成。楊班長在栽培管理的過程中也展

現充分的遠見，目前使用的有機肥料是買

現成的，當初決定建造溫室除了規劃建物

地坪外，還多保留約0.6公頃空地留作將來

自製有機堆肥用，一方面減少肥料成本開

銷，一方面更能確實管理用肥，讓自己的作

物享受客製化的施肥服務。

參賽是砥礪自己更上一層樓的動

力

楊班長今年勇奪「第二屆甜瓜節－高

品質甜姐兒甜瓜評鑑」冠軍，兒子楊景祥

首次參賽也得到優勝，父子二人能有如此

佳績，楊班長只是謙虛地說：「能得獎是運

氣好！很多資深前輩因為產期無法配合比

賽只好棄權，自己才有機會獲勝。」謙沖自

牧的楊班長去年也參加首屆比賽，當時並

未得獎，在本場王仕賢場長及太保市農會

黃總幹事鼓勵下，與本場合作香瓜健康管

理栽培示範，經過黃圓滿副研究員與黃瑞

彰副研究員的悉心指導，楊班長不斷自我

鞭策，終於在本屆比賽贏得冠軍。

藉由參加比賽觀摩其他農民們的成

果，彼此互相切磋，同時也能讓自己努力

栽培的成果透過第三方專業的評鑑，了解

自己的甜瓜在品質上的定位，以增進自己

2  第二屆甜瓜節受邀評審仔細評鑑參賽甜瓜
3  楊萬福班長榮獲「第二屆甜瓜節－高品質甜姐兒評

鑑」冠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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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栽培管理技術。楊班長也積極鼓勵兒子

參加這次競賽，希望兒子從比賽中學習經

驗，吸收別人的長處。說到兒子楊景祥，

楊班長臉上滿是心疼又驕傲的表情，兒子

從小跟著自己務農，童年時的回憶幾乎和

田地脫不了關係，求學期間就讀農藝系更

是奠定兒子未來從事農業的決心，楊班長

說：「…希望兒子的工作能在辦公室吹冷

氣…。」言談中傳達出經營農業的辛酸，雖

然不捨卻也期望兒子能將求學的知識結合

現今便利的資訊網路靈活應用在農業上，

以新觀念新技術開創農業新價值。

不必下重藥施重肥也能種出好水

果

其實楊班長主要生產小果番茄，間作

甜瓜一方面是不讓田

地空閒著，一方面是盡量讓工人們都有工

作。對楊班長來說這是一個合作團隊，團

隊裡的每一份子都需要時間培養以熟練田

間工作，並了解彼此默契，這些一同打拼的

工人們就像自己的家人，沒有階級之分，也

比較習慣工人們喊他大哥勝過老闆。楊班

長相信帶人要帶心，合作起來才會長久，

所以栽培這些甜瓜不只為了自己，還為了

照顧許多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們。

雖然楊班長總是謙虛得說自己種得甜

瓜還不是最優秀的，但是常有消費者吃到

楊班長的甜瓜，驚訝於原來甜瓜可以這麼

好吃，甚至打趣的問這是用了什麼藥啊？

或是健康管理等於有機栽培嗎？諸如此類

的問題，反而讓楊班長思考現今台灣農民

的栽培技術已能種出品質優良的農產品，

但是消費者的觀念顯然還需要更新，不是

只有下重藥施重肥才能種出好水果，導入

對環境友善的栽培模式也能生產出質優量

穩的農產品。曾經有人建議楊班長是否想

嘗試往中國發展，始終對台灣農業展現強

烈責任感的楊班長認為，好的農產品應該

要留在台灣，讓台灣消費者可以享受到土

生土長的優良農產品，筆者心想這才是以

行動表現真正愛台灣的精神吧！   

4  乾淨整齊的甜瓜田區
5  採用健康管理的甜瓜產

量穩定品質優良
6  自行培育健康甜瓜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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