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換跑道‧農會新鮮人
打造在地品牌‧開創農業新局
─苗栗縣公館鄉農會總幹事韓鴻恩
文圖｜莊淑惠  部分照片由公館鄉農會提供

雖是農會新鮮人，但韓鴻恩認

為，將農產商品化、禮品化與藝術

化，不僅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

更能創造無法被取代的品牌，他深

信，台灣農業的未來仍擁有無限寬

廣的空間，絕非夕陽事業。

人物專訪

韓鴻恩希望將農會打造成為與農民共生、
共存的命運共同體

視為人生

的轉折與

挑戰。他

說，從建

築專業跨

界到基層

農業，其

實觀念與

做事方式

並沒有太

大差異。

「現代建築強調綠色建築，而新的都市計

畫觀念，則強調傳承及保留生態與歷史軌

跡，而在農業領域，對於土地、農產品的

訴求，也強調環保、綠色的永續概念，可

說具有異曲同工之處。」

馬不停蹄的工作節奏，是韓鴻恩擔任

公館鄉農會總幹事的生活寫照。由於非科

班出身，韓鴻恩以勤於任事彌補專業的不

足，透過積極溝通與良性互動，激勵員工

士氣、提升農會營運效益，未來並將結合

休閒產業發展，打造農會與農民雙贏的局

面。

擔任公職‧改造城鄉風貌
43 年次的韓鴻恩，大學就讀建築

系、研究所攻讀都市計畫，曾擔任苗栗縣

政府建設局長、工務旅遊局長，長期推動

公館鄉城鄉風貌改造，從事與地方休閒產

業習習相關的社區營造，對公館鄉並不陌

生，與農民也有初步接觸。

因緣際會到公館鄉農會服務，韓鴻恩

公館鄉農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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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輔導芋農提升芋頭

的品質與產能，尤其建立

彼此的信心，達到雙贏局

面。

韓鴻恩的真誠改變了

芋農的態度，如今雙方成

立採收團隊，農會也取得

部分芋頭運銷，並補助農

機、資材等，降低芋農的

生產成本，而農會自營的

食品加工廠也收購芋頭，

計畫開發芋頭加工產品。

為落實服務農民的理念，韓鴻恩並為

公館鄉農產建立一套用藥、用肥標準，讓

農民可以依循標準、而非不斷地嘗試錯

誤；更重要的是，這套標準可以控制肥料

與農藥的用量，減輕農民負擔，同時提升

農產品質，減少土壤與水質的破壞。

由於非農業科班出身，韓鴻恩 3 月

上任後，除深入了解農會各部門業務與運

作，並積極拜訪鄉內各產銷班，探訪農民

需求、掌握農產特色，從組織、產品與環

境三方面，著手進行改革、規劃遠景，同

時利用過去任職於公部門的人脈與資源，

希望為公館鄉農會開創新局。

建立互動‧整頓產銷組織	
「沒有農民，就沒有農會，因此農會

應處處以農民為本。」為提升公館鄉農產

的品質與收益，韓鴻恩花了半年時間，陸

續拜訪當地 16 個產銷班，重新整頓產銷

組織，改善農會與農民之間的互動，尤其

是長年與農會脫節的芋頭產銷班。 

韓鴻恩表示，公館鄉的芋頭產量占全

台 1/3，尤其是檳榔心芋頭，品質優異，

備受消費者喜愛，目前芋頭種植面積約 

300 多甲、有 6 個產銷班，但農會並未

參與芋頭運銷。

為爭取芋農對農會的信任，韓鴻恩利

用下班時間拜訪產銷班班長，聆聽他們

的意見，讓他們了解，農會不只想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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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鄉是國內唯一栽植紅棗的鄉鎮

農特產品中心內，陳列客家
商品及全國優質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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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效率‧提升農會收益
才剛上任，韓鴻恩就面臨全球金融海

嘯對於農會營運造成的衝擊，他表示：

「目前農會逾放比為 3％、存放比則達 

40％，整體營運為負數，由於農會盈餘仰

賴放款，因此必須增加放款業務。」

過去在公部門的歷練，韓鴻恩非常熟

悉土地、建築等稅法。他發現，農會放款

業務無法成

長，主要是

員工觀念保

守、缺乏新

的資訊。他

指出：「農

會人員對土

地或房屋的

擔保設定，

多沿用公式，加上服務態

度不夠主動、積極，以致

流失不少客戶。」

韓鴻恩鼓勵員工求新

求變，展現主動積極的態

度，並加強在職訓練，果

然，服務品質提升，2 個

月後，原本呈負成長的營運狀況即達到收

支平衡，目前信用部逾放比僅 0.9％，存

放比則提升為 45％，增加 2 億元放款，

不少舊客戶紛紛回籠，還開發了許多新

客戶。

他指出，農會營運 90％ 仰賴信用

部，但信用部的收益其實並不足夠，亟

需開發供銷部業務。因此他上任半年

來，除提升原有農產品的品質及附加價

值，並積極開發具有經濟效益的農產

品，打造多元化的優質農特

產，為農會創造更高收益。

開發作物‧強化在地特色		
韓鴻恩上任後，企圖從

公館鄉過去的產業歷史尋找

值得開發的經濟作物。他

說，唯有開創

在地化的農產

特色，才能創

造無法被取代

的品牌。

公館鄉擁

有豐沛的農業

資 源 ， 有 紅

棗、芋頭、福

菜、紫蘇、柿子、柑桔等，紅棗更是全

台獨一無二的農產，韓鴻恩表示，公館

公館鄉的紫蘇早年由日本引進，是台灣紫蘇的故鄉

每年 7 月舉辦的「紅棗文化節」，打開「公館紅
棗」的知名度

農會定期舉辦紅棗評鑑，提升品質

公館檳榔心芋頭品質優良，種植面積約 300 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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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位處後龍溪上游，水質純淨，且屬砂礫

土質，並有冷風吹拂，特別適合紅棗栽

種，所生產的本土紅棗品質優異，目前全

鄉紅棗種植面積約 60 多甲，有 2 個產銷

班，集中於石墻村、福基村一帶。

除了優質紅棗外，日據時代，當地生

產的「公館米」專供日本天皇享用，被稱

為「獻穀米」，韓鴻恩計畫將公館紅棗

與小包裝米的品質提升

至符合生產履歷認證

標準，並申請團體商

標，希望公館生產的

紅棗與稻米均具有品

牌保證，獲得消費者

的信賴。

桑椹也是公館鄉

重 要 的 經 濟 作 物 ，

當 地 蠶 業 發 展 歷 史

悠久，原即種植不少

桑樹，而桑樹全身是

寶，尤其桑椹與桑葉

具有養生功能，農會推廣種植的「苗栗 1

號」桑椹，為苗栗農改場所研發，目前

農會已種植 3 分地，明年開始量產，農

會將結合蠶業博物館，搭配季節採果與體

驗，打造桑椹產業。

深度旅遊‧推動休閒農業 

公館鄉一年四季生產不同的農產，農

遊體驗也成為農會發展休閒農業的利基，

如 6 月紫蘇節、7 月紅棗節、10 月採柿

子、11 月芋頭季、12 月福菜收成，明

年 3、4 月還將增加桑椹體驗，韓鴻恩表

示，休閒農業是未來農業發展的趨勢，農

會未來開發的農遊體驗，

不 僅 提 供 農 產 的 季 節 體

驗，還包括在地風土、人

文的深度體驗。

以紅棗為例，韓鴻恩

指 出 ， 公 館 紅 棗 產 業 係 

120 年前由陳煥南引進台

灣，其孫子陳北開自家庭

院還種植 2 株已有 80 年

歷史的第三代紅棗樹，農

會 希 望 徵 求 陳 北 開 的 同

意，申請文化資產保存，

讓 農 遊 體 驗 更 具 歷 史 深

度。

韓鴻恩也發揮都市計畫專長，規劃

「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專區，兼具生活、

生產與生態的特色，已獲農委會核定為休

閒農業專區，除為員工打造一處融合工

作、休閒、充滿綠色生態的環境，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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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今年推廣的「苗栗 1 號」桑椹，是苗栗農改
場研發的新品種

農會的食品加工廠成立 26 年，以生產客家特色
農產為主

具有養生功效的紅棗酒、紫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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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農民服務中心，隨時提供諮詢、滿足

農民的需求。

韓鴻恩指出，「黃金小鎮」位於台六

線附近，交通便利，區內不僅可以體驗

紅棗、福菜、芋頭等農產，還有獨特的水

圳文化與田園景色，未來農會推動休閒農

業，即以「黃金小鎮」為據點，希望帶

動公館鄉的觀光旅遊產業，同時與鄰近

的大湖、銅鑼等農會結合，透過策略聯

盟，讓民眾享受特殊的農遊體驗。

打造願景‧闢建網路平台	
此外，公館鄉農會於民國 72 年

成立食品加工廠，當時係為推廣紫蘇

而設立，目前加工廠則以客家特色為

主，如福菜、榨菜、桔子醬等，並生

產紅棗酒、紫蘇酒等產品。韓鴻恩表

示，紅棗、紫蘇、桑椹 (葉) 均具有養

生功能，因此未來農會將與農改場、

食品生技公司合作，推出護膚與美容

產品，並與學校合作包裝、行銷。

網路力量無遠弗屆，韓鴻恩認為，這

是未來行銷農特產品不能忽視的管道，農

會將闢建網路平台，打開更廣大的行銷通

路。

雖是農會新鮮人，但韓鴻恩擔任總

幹事不到 1 年，即發現農業擁有無

限寬廣的空間。他說，透過將

農產品商品化、禮品化與

藝術化，可提升農業的

附加價值，開發在地

化的農產特色，才

能創造無法被取代

的品牌；結合觀

光、休閒與生命

體驗，才能打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

農村，他深信，

台 灣 未 來 的 農

業 絕 非 夕 陽 事

業。

農會推出「客家風情禮盒」入選 97 年百大精品；有
紅棗乾、福菜、金桔醬

農會食品加工廠
開發的優質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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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鄉的農產品─紅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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