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壤是農業之母，擁有健康、元氣飽

滿的土壤，才有優質的農產，是恆然不變

的道理。

碎枝入土．改善土壤
蓮霧	 2	班是東港鎮第一個通過吉園

圃標章、第一個建置產銷履歷的蓮霧產

東港蓮霧產銷第 2 班是當地第一個

獲吉園圃及產銷履歷認證的產銷班，曾創

下 1 公斤 2,400 元的紀錄；令人敬佩的

是，該班義務擔任果實蠅偵防哨兵，推動

有機防治法；設置專業碎枝代工組，協助

果農將枝條、落葉絞碎入土，回歸大地，

既避免燃燒污染環境，並改善土壤劣化問

題，諸多創新作為，促使當地蓮霧產業展

現新局面。

屏東縣生產的黑珍珠蓮霧，行情向來

高檔，但	1	公斤	2,400	元的「黑金」價

格並不多見，東港鎮蓮霧產銷班第	 2	班

卻有此輝煌紀錄。該班種出頂級黑珍珠，

高明的果樹管理技術固是關鍵，力行草生

採培、有機施肥，良好照顧土壤更是根

─屏東縣東港鎮蓮霧產銷班第 2 班
文圖｜徐清銘  部分照片由產銷班提供

發現台灣農業競爭力 封面故事

兼顧生態‧與環境為善
跳脫傳統‧闖出新局面

蓮霧花形袖珍奇特

色澤深紅黑珍珠引人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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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大鵬灣黑珍珠」與來自屏東、嘉

義、台南、高雄等縣市的眾家好手激烈競

逐，最後抱走冠軍盃。正式跨入農業領域

不過	 4	年，即榮登「蓮霧王」，黃進文

與環境為善的栽培作為，獲得的甜美回饋

來得可快，但推行之初，卻是質疑多於贊

同。

草生栽培．元氣大地
黃進文回憶，當初從農業改良場學得

草生栽培觀念後，即引用於自家蓮霧園，

退下第一線的老父看不慣果園雜草叢生，

以致他時常挨罵，庄內長輩也經常笑他

懶惰、不會照顧蓮霧，直到後來顯現

成果，不只果實更漂亮，還難得

出現爛果，觀感才改變。

黃進文指出，東港鄰近海

洋，土質原本黏稠，蓮霧園

長期使用化學肥料，土壤更

顯得硬實，園內寸草不生，

不利於微生物繁衍，推行草

銷班，此外，該班還是果實蠅偵防哨兵，

義務負責東港地區的果實蠅監測、防治工

作，該班並特設專業碎枝代工組，協助果

農將修剪的枝條、落葉絞碎入土、回歸大

地。該班諸多創新作為，帶動當地蓮霧產

業田間管理觀念更新，不但有利於提升品

質，並改善土壤劣化等問題。

東港蓮霧	2	班生產兼顧生態的努力，

班長黃進文可說是引領的號手，多項創新

作為均由他率先嘗試，班員隨後跟進。有

意思的是，黃進文卻是半路出家，民國	

91	年才接手父親的蓮霧園，一介農業新

兵，反倒跳脫傳統、闖出新局面。

95	年全國優質蓮霧品質競賽，黃進

蓮霧產銷 2 班是東港地區果實蠅防治哨兵

蓮霧老欉接新枝

疏果作業

10 豐年第58卷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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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掌握要領、漸入佳境。如今他的改良蓮

霧園猶如「觀光果園」，不時有果農慕名

前來參觀。

有機液肥．自行調製
果實蠅是蓮霧大敵，黃進文配合農改

場推動果實蠅有機防治，初期也面臨諸多

質疑，果農對於園內懸掛果實蠅誘殺器疑

慮多多，擔心一旦掛上後、豈非招來更多

果實蠅，黃進文與班員擔任義工奔波各地

懸掛誘殺器，還經常挨罵，必須反覆解

說，誘殺器內含有性費洛蒙，招來的都是

雄性果實蠅，不會吸引會叮咬果實

產卵的雌性果實蠅，多方努

力，才漸漸化解果農的疑

慮，不再排拒。

使用有機肥是黃

進文另一項堅持，他

調製的有機液肥以豆

餅、米糠、糖蜜為主

要成分，另外適度添

加過期牛奶、魚類、雞

蛋，經過微生物發酵至一

定程度才派上用場。果樹修

剪的枝條、落葉也是有機質的來

源，修剪枝條是蓮霧催花、結果的重要作

業，每年剪除的枝條數量可觀，果農原本

多半以焚燒方式處理，黃進文改以機械直

接絞碎入土，成為有機施肥的一環。他所

領軍的蓮霧	2	班，目前有	6	部絞碎機，

並特地成立代工組，協助班外果農處理殘

枝碎葉、回歸大地。

入行不久，即勇奪「蓮霧王」榮銜，

黃進文謙稱是運氣好。該年蓮霧品質競賽

因故延後，開賽時，正好是他的蓮霧採收

生栽培後，雜草鬚根鑽鬆

了土壤，更吸引蚯蚓、

昆蟲、細菌聚生，土

地恢復了元氣，果樹

根系也有更舒適的伸

展空間，根系綿密

壯實，樹欉當然也健

壯。

東港地勢低平、地

下水位高，蓮霧樹種以根

盤較勇、較耐澇的「南洋種」為

多，黃進文接手果園後，認為南洋種個頭

小、賣相差，不利於行銷，有意更新品

種，打算鋸除	20	多年樹齡的老欉，嫁接

果實碩大的「大粒種」，當時地方還無此

創舉，因此親友一致反對，認為沒有必要

冒這麼大的風險，還譏他為「康仔」。

黃進文悄悄從果園內圈開始，一棵棵

改良，剛開始時，因經驗不足，母樹鋸得

太低，豪雨泡水後，新枝幹或是枯萎、或

是爛掉，他從失敗中不斷檢討學習，才逐

果園懸掛果實蠅誘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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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剪「剃光頭」、圍網「穿裙子」、樹

幹環刻等方式催促果樹開花結果；沿海地

區土質密實、鹽分高，果樹較弱勢，如採

「剃光頭」或環刻方式，元氣耗損過於遽

烈，反而不利結果，只適宜半剪方式。

不同的產地、技術手法有別，蓮霧

風味差異性也大，東港臨海，土

質 黏 密 、 鹽

分高、果實較

小，相對的甜

度較高、肉質

紮實，風味特

佳，東港黑珍

珠蓮霧的行情向

來不錯，黃進文

生產的頂級黑珍

珠，曾創下	 1	 公

斤	2,400	元的超級

身價，不過，近幾

年來，國產蓮霧價

格整體走勢卻呈現

疲軟。

黃進文說，約	

5、6	 年前，上等

黑珍珠賣出	1,000	

元算是稀鬆平常的價格，近	2	年卻

滑落至	 500	元上下，僅春節送禮旺季尚

能回升接近原來水平。

至於價格走跌原因，黃進文認為，並

非來自國內慣見的供需失衡，景氣低迷、

導致送禮市場買氣差，應是主要原因，此

外，以前果農的栽培技術參差不齊，蓮霧

品質好壞差距懸殊，價格落差也大，如今

技術面普遍提升，拉近價格差距，高品質

黑珍珠價格也趨於平民化。

最佳期，而得以最佳品質參賽，天時占了

優勢。此外，屏東縣鄰海的東港、林邊、

茄冬等鄉鎮，因受帶鹽分的海風之惠，產

出的蓮霧甜度高、色澤漂亮，在重視甜

度的品質競賽中，較占便宜。人為努力

方面，黃進文年少時即是家中農務幫手，

在外工作期間，假日閒

暇之際，亦時常在果園

幫忙，蓮霧栽培技術已

有相當根底，正式接手

管理果園後，又勤於學

習，在既有基礎上加入

新觀念、新做法，全國

蓮霧品質評鑑的耀眼表

現，有脈絡可循。

栽培技術．因地

制宜
東 港 蓮 霧 	 2	

班目前有	 26	 名班

員、管理	20	多公頃

蓮霧園，班員平均年

齡	40	多歲，正值青

壯，學習意願強，黃

進文推動的有機栽培

理念，班員普遍跟進

引用；對於政府政策，配合度也高，該班

不僅是東港鎮第一個取得吉園圃標章的蓮

霧產銷班，也率先參與產銷履歷建置，97

年	1	月並通過驗證。

蓮霧是高技術性的樹種，國內栽培技

術演進的複雜度，在眾家果樹之中數一

數二，且須因時因地制宜，臨海地區與山

區栽培模式就有極大差異，如屏東縣北部

地區土質較鬆軟，果樹體質強健，果農可

大鵬灣黑珍珠蓮霧名氣響亮

黃進文 (右 2) 榮獲全國蓮霧品質評鑑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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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回饋社會
蓮霧	 2	班對公共事務參與熱烈，除

義務擔負果實蠅的偵防哨兵，地方其他產

業活動如鮪魚季也共襄盛舉。黃進文尤其

熱心公益，農忙閒暇之際，擔任慈濟義工

外，蓮霧盛產時節，他從網

路找來育幼院的資料，四

處寄送自家的蓮霧給小

朋友，箱裡還附上紙

條，小朋友如意猶未

盡，還可來信再寄

送，他並招攬班員加

入行列，讓更多育幼

院的小朋友開懷分享

農民收成的喜悅。

黃進文從去年開始寄送蓮霧

，今年以來，已寄出	50	多箱，全

國送透透。他說，寄送蓮霧不為什麼，反

正蓮霧正值產季、數量多，想到物資較缺

乏的小朋友享用時，一定很快樂，農人雖

然沒有錢，但做得到就做，一樣可以回饋

社會。

宅配直銷．理想通路
黃進文的行銷通路以宅配直銷佔大

宗，網站網址特地取名為「我愛蓮霧」的

諧音「5205」，內容有個人簡介、栽培理

念、蓮霧知識、還有栽培全程作業照片，

介紹相當完整，他認為，經營直銷

宅配，與顧客密切互動、建立

信任感非常重要。有	2	名客

戶在成為他的忠實顧客之

前，從嘉義不動聲色前來

拜訪，對果園管理情況感

到滿意才下訂，而後持續

訂購，每年購買量達	 10	

多萬元。

黃進文認為，宅配直銷

是農產品理想的通路，但不容易

開拓，他因比賽得獎稍具知名度，經

營情況還不錯，農民在行銷方面普遍較為

弱勢，但直銷還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各行各業景氣循環波動是常態，黃進

文評估，國內蓮霧產業目前處於衰退期，

勢將淘汰部分技術差的經營者，但危機也

是轉機，去蕪存菁之後，產業終將復甦，

體質更為強健。蓮霧栽培技術複雜度高，

掌握技術、顧好品質，行銷通路無虞，就

能存續。

屏東縣東港鎮蓮霧產銷班第 2 班
班長黃進文：08-833-1755‧0937-682-990
屏東縣東港鎮下部里 131 號

枝葉絞碎回歸大地 草生栽培，土地生機盎然

鋪蓋黑網遮光，可催
促果樹開花結果。另
外，果園也鋪設運送
車軌道，便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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