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全國模範漁民名單、得獎事蹟介紹 

(1) 遠洋漁業—高雄區漁會推薦 

海上最佳救援手—鐘稚傑：漁船喋血案鼎力支援 海上互助最佳典範 

鐘稚傑船長於民國 72 年起即投身漁業，憑藉多年遠洋漁業豐富經驗獲得多家漁

業公司的青睞，在 108年我國籍鮪釣漁船「穩鵬號」發生喋血案時，擔任「上豐

3 號」漁船船長在鄰近海域作業，在緊急時刻接獲漁業署救援通知後，立即斬斷

漁具放棄數十萬元漁獲，趕往現場協助海上救援，與「鴻福 88 號」漁船前後救

出「穩鵬號」船長、輪機長與漁業觀察員等 15 名人員，並後送重傷船員至馬爾

地夫當地醫院急救，讓此喋血案的傷亡人數降至最低。 

 

(2)沿近海漁業—蘇澳區漁會推薦 

魚食文化推手—吳逢玉：順應自然法則  維持大海生生不息的能量  

人與自然有一種天生的親密，健康的飲食就是以大自然為法則，順應自然的規律。

吳逢玉船長以隨著漁汛捕撈當季盛產的魚種，提供消費者健康、優質的新鮮漁貨

為經營理念。每年「起東北季風」即是肥美旗魚的季節；國暦 11 月底則為烏魚

季；農暦新年前後則捕撈鯊魚、鱈魚；孟夏則展開長達３個月的休漁期，讓大海

休養生息。 

 

(3) 沿近海漁業—東港區漁會推薦 

漁業世家青出於藍－蕭文明：漁技超群 締造魚市場交易傳奇 

蕭文明先生出身漁業世家，25歲取得船長資格，接手父親的木造漁船不久之後即

造新漁船「富美福號」，漁獲物主要捕釣鮪魚、黑鮪、旗魚、鬼頭刀等，漁技超

群，近 3年來在「黑鮪魚」及「各種魚種」拍賣統計魚市場的交易量及交易額成

績優良。蕭文明先生善於操作相關漁航設備，平時研究漁業、天文氣象、海流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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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等知識豐富，深入了解魚類季節性迴游生態，判斷精準得宜。他從事鮪延繩釣

漁業時，實驗發現延繩釣線改用 200磅釣線，並改變釣鮪魚、旗魚下鈎深度，漁

獲成績更佳。 

 

(4) 沿近海漁業—基隆區漁會推薦 

海洋觀光旅遊品牌 CEO─陳明欽：從傳統漁業轉型  成立北台灣海釣觀光品牌 

陳明欽先生早期是經營拖網、棒受網及延繩釣漁業，近十年已成功轉型成休閒娛

樂漁業，所經營的「華倫號」為北台灣頗具盛名的娛樂海釣船，吸引世界各國媒

體前來朝聖報導北台灣海釣觀光旅遊，成功地從捕撈漁業轉型成為休閒娛樂漁業，

為當地漁業開創新典範。親自出資拍攝基隆八斗子海洋觀光旅遊 MV，串聯在地

海洋相關觀光產業，如海鮮餐廳、海鮮伴手禮店等，提高曝光率、行銷基隆。經

營海釣體驗的領導品牌，扭轉民眾的刻板印象，以「女性」和「親子遊」為主題

包裝行銷，成功開拓海釣藍海新市場，不只是男性，連女性、小孩都容易上手的

新手海釣體驗旅遊，目前新手海釣體驗業績已是全國之冠。 

 

(5) 沿近海漁業—花蓮區漁會推薦 

漁民與政府的溝通者－陳朝靜：噶瑪蘭族之子  依循自然而生 

陳朝靜先生是從小接觸漁業並靠海維生的噶瑪蘭族人，18歲後即跟隨哥哥及族人

出海捕魚，每年依不同季節的漁汛期採用漁網漁具捕撈，漁獲種類為鰹魚、鬼頭

刀、雨傘旗魚及龍蝦等，海祭期間以捕飛魚為主，適逢鰻苗汛期間則改為叉手網

進行魚苗採捕作業，依漁汛期而調整不同的作業方式，降低漁具長時間過度使用

之耗損，並減少汰換的成本。以自身從漁多年觀察海流、魚的習性、漁場及潮汐

變化而調整漁網漁具作業方式為經營策略，並堅守抓大放小原則，依需求評估並

捕撈足夠的漁獲量以維品質，並自主巡護豐濱鄉海域，糾舉非法捕魚與破壞海洋

之行為，讓海洋漁業資源永續發展。 



(6)沿近海漁業—琉球區漁會推薦 

女性從事捕撈漁業先驅－林黃秀梅：推動海洋生態 提升觀光產值 

林黃秀梅女士擔任漁船船員及船長達 25 年，為女性從事漁撈漁業之先驅，與丈

夫共同經營拖釣與延繩釣漁船，在小琉球沿海 20 海浬內從事鮪魚、鬼頭刀捕撈

作業，榮獲 99 年度及 101 年度屏東縣政府模範漁民。林黃秀梅女士作為漁會漁

事班班員、漁業技能班，近年來協助漁會推動海洋生態保育，沿岸三海浬內禁用

網具作業，協助巡邏取締非法從事拖網及流刺網作業漁船，使沿岸漁業、珊瑚、

綠蠵龜資源漸漸恢復，近幾年來帶動小琉球觀光人潮，漁民二代返鄉從事休聞漁

業、觀光食宿等產業，年輕人不用離鄉背井外出就業。 

 

(7)養殖漁業—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推薦 

烏魚子專家－李永鴻：改良烏魚子工法 產製低鹽健康烏魚子 

李永鴻先生於民國 88年回鄉接手父親的養殖事業，改良傳統烏魚子的製作工法，

利用白天利用日曬、晚上進冷藏室冷風乾燥，並用天然日曬海鹽醃漬來提升烏魚

子品質，以消費者的健康為優先考量，製造出口感綿密的低鹽無腥味烏魚子，只

要稍經熱鍋烘烤 30 秒即可起鍋，製作出無須蔥、蒜或酒等調料搭配，單靠咀嚼

即可迸發豐富口感的烏魚子。李永鴻先生以符合自然生態養殖方式促進漁業永續

經營，申請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取得消費者的信賴。持續參與各項教育訓練

吸收新知，累積經驗及創新觀念來開發更高品質的烏魚子。經由長期培育及優質

養殖環境，並透過層層嚴格的生產履歷，先後取得優良養殖場及國立海洋大學「水

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驗證證明。 

 

(8)養殖漁業—林邊區漁會推薦 

從生技新貴到養殖達人－張詳誌：多吃國產魚，就是養殖漁業最有力的支持 

張詳誌先生在 7年前從零開始學習養殖漁業的專業功夫，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



人成立「佳冬鄉水產養殖產銷班第七班」，透過養殖技術交流，共享養殖知識經

驗，成立第二年便榮獲全國漁業十大績優產銷班。張詳誌先生認為食魚教育應從

小開始，近期致力於食魚文化教育推廣，於 108年帶領產銷班爭取農委會食農文

化教育經費，製作午仔魚─養殖、食魚篇教材，配合學校戶外教學的機會，安排

學童至產地體驗魚的生產過程，增加學童對食魚、養魚的印象，他認為「只要國

內市場捧場，多吃一些國產魚、少吃一些進口魚」，就是養殖漁業最有力的支持。 

 

(9) 養殖漁業—永安區漁會推薦 

零藥物放養－蘇良委：成功驗證養殖方程式 建立現代化漁產生產模式 

蘇良委先生認為「養魚」、「養水」、「養地」是的養殖漁業最重要方程式。高雄市

永安區養殖環境得天獨厚，有中油 LNG 接收站提供水溫水質均佳的冷排水，可

降低池魚病變機率提高存活率，魚肉品質更佳。另外，養殖漁業技術已進步到一

年四季都可放養收成，在漁產收成後應安排曬池，可將先前養殖階段所留下的不

良成份消除，降低下階段養殖魚病發生率。蘇良委先生相當注重生態平衡的養殖

方式，長年的經驗累積判斷最適度的放養密度，秉持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對於

水質管理基礎工作十分重視，每天細心觀察石斑攝食的狀況、水質的變化，在發

現水質異常時僅使用沸石粉調整水質或採取池水換池水及雙水輪換，永續經營土

地的理念，為當地養殖業者楷模。 

 

(10)漁家婦女—瑞芳區漁會推薦 

用愛發展社區關懷－連文珍： 推廣在地魚產、共餐關懷長者 

連文珍女士於民國 100年加入漁會家政班後，經常帶漁村婦女訪視社區內獨居老

人、熱心服務鄉里。並在 108年成立社區內老人共餐及送餐服務，帶領班員加入

共餐志工團隊，經常參加家政班魚鮮創意料理教學，並將所學料理教導班員展現

好手藝在共餐上。連文珍女士為推展漁村觀光，積極參加漁業生態導覽解說相關

課程，夫妻經常利用空閒時間在瑞芳沿海地區為遊客導覽解說在地人文歷史。為



了漁村高齡長輩及退休老漁民，能吃到營養滿分的便當，餐餐有魚吃，有時將先

生所釣魚獲供共餐享用，在送餐服務高齡長輩之餘，同時推廣在地魚產。 

 

(11)漁家婦女—彰化區漁會推薦  

味蕾的攻略者－林黃嬌：廚藝超群 成功推廣在地漁產料理 

林黃嬌女士自 95 年加入漁會家政班，認真肯學樣樣精通，受聘擔任彰化區漁會

福興家政班義務指導員，指導班員製作各式手工藝及烹飪料理。更協助漁會辦理

食魚文化體驗活動，教育兒童及青少年認識漁業、喜愛漁業及愛護漁業，宣導資

源保育觀念，落實漁業文化紮根教育。參加全國漁會舉辦家政班 101年北區技藝

培育計畫料理競賽、102 年漁村技藝培育競賽料理示範，皆榮獲第一名殊榮。同

年榮獲全國漁會邀請前往福州參加「海峽（福州）漁業周曁第 7屆海峽漁業博覧

會系列活動」，於擔任現場料理示範，當日試吃民眾反應熱烈，將本土的漁產料

理成功廣宣至海峽對岸。「阿嬌姨」、「阿嬌老師」都是林黃嬌女士的代名詞，充

滿本土形象及親和力，也曾協助彰化電視台錄製在地魚產（虱目魚、鱸魚、白蝦

等）料理，經其巧手烹飪的美味海鮮料理示範，簡單易做又能夠吃得安全健康，

電視台經常將其重複播放以推廣食魚文化教育。 

 

(12)漁業資源保育—澎湖區漁會推薦 

產銷班、民宿、直營店三棲－莊惠純：解決產銷失衡 自發宣導產卵期禁捕 

莊惠純女士經營漁撈漁業 20 餘年，目前擔任澎湖縣西嶼鄉小管產銷班第一班副

班長，積極帶領產銷班班員宣導海洋資源復育，提倡小管產卵期間，班員需配合

少出海捕撈小管，讓澎湖小管生生不息，號召班員成立「澎湖縣漁撈漁業產銷班

環保艦隊」，主動清除海洋環境垃圾，為澎湖海洋環境保護工作盡心力。莊惠純

女士為協助澎湖縣西嶼當地年邁漁民販售漁獲，率先在西嶼成立「三個船長海鮮

直營店」，專門收購西嶼鄉親漁獲，協助老漁民解決「產銷失衡」問題，提高漁

民收益，省卻漁獲運輸至馬公魚市販售的交通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