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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產銷履歷達人～黃衍勳 產銷活動

臺南區農業專訊 118期2021年12月

為擴大推動產銷履歷，農委會舉辦110年
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自110年4月起開
始徵件，共有110組報名，歷經嚴謹評核，共

計15組個別或集團驗證的農產品經營者，獲

選本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本場轄區「微醺農

場」黃衍勳是本屆最年輕的獲獎者，以精緻科

技管理與友善栽培為特色，透過智慧環控系

統及離地栽培法，全年穩定生產小黃瓜，獲選

本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放棄平穩的路，只為
了∼照顧家人

雲林縣水林鄉農村風

貌濃厚，除了盛產落花生和

大蒜，也是臺灣地瓜重要的

產地。「微醺農場」場主黃

衍勳是家中的長子、長孫，

年少就離開家鄉水林在外唸

書，原本以為自中興大學生

命科學研究所畢業後應該

就在外縣市求職及工作。但

104年毅然返鄉成為青農，

理由非常單純～回到家鄉照

顧家人，因為身為長子、長

孫的他必須擔起照顧家中長輩的責任，更想讓

長輩看著孫子成長，因為四代同堂的情景越來

越少，所以放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帶著

太太，夫唱婦隨，返鄉投入農業打拼。

返鄉之後第一個想法就是要創業，盤點

手中所有的資源，發現他唯一擁有的資源，是

祖父的一片田，加上祖父母一開始是反對他

返鄉，所以他思索著必須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

決心，在政府鼓勵青年從農

的環境下試著在農業創業中

找出一條通路。剛開始單憑

一股幹勁種起有機蔬菜，但

是沒有通路，加上無法穩定

供貨，內心面臨很大的挑戰

智能溫室及離地介質
栽培∼全年穩定生產
小黃瓜

105年投入設施栽培，

利用進口泥炭土以「離地介

質栽培」的耕作方式，取代

傳統的土耕，雖然成本較

高，但能提高產量及種植次

數，收益自然能提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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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獲選110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110年度產銷履歷達人～黃衍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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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穩定供貨是建立通路的第一步。所以「微

醺農場」朝向排程耕作並集結小農進行團體

戰供應鏈生產，也要將傳統農業轉型為智慧

農業。為提升農產品供需的穩定度，以種植出

清脆鮮甜的小黃瓜為目標品項，並且建立溫室

小黃瓜離地式介質栽培的標準化作業程序、

自動化養液系統、環境控制系統及熱水淋洗消

毒系統，提高小黃瓜的品質及綜合防治 (IPM) 
管理觀念，把安全理念推廣出去，取得產銷履

歷驗證，落實安全履歷，並以此「驗證」為門

票，開發其他相關的通路。

農場最初由4個農友開始進行排程，並與

通路商穩定合作，如今外部團隊成員擴充到

20人，共約6甲的耕地面積跨雲林縣近10個鄉
鎮。讓客戶持續有品質穩定的貨源可供應其

下游廠商，建立穩定的生產供應鏈後並可按

照客戶的需求量，提升分級包裝，務必做到品

質與價格均一，定期定量供給不同規格的小

黃瓜貨品，補足拍賣市場採購品質不穩定的問

題，因而贏得客戶的信賴，也

為品牌加分。也因為產地直送

可避免供需失衡並讓農民賺

取最高利潤，同時也解決個別

小農市場生存力及產能不足的問題。

第二屆經濟部工業局「創業歸故里」比

賽，在全臺139個新創團中，身處雲林縣偏鄉

的「微醺農場」拿下全國第一，主要原因是農

場經營的模式，包括栽培技術及未來發展，願

意無私和無償的分享給所有農事需求者，共享

成就，並兼顧技術、生產、通路及農友之間的

合作；並且農場的擴散效益非常高，願意和其

他人合作及扮演教學的角色，透過進場觀摩、

討論，創造彼此雙贏的局面。

未來展望

回首來時路，衍勳從當年思考很夢幻的

青農蛻變成企業化的經營，不變的是延續做

研究的精神，不斷地開發智慧系統和自動化設

備，希望農場擴散效益持續提升。此外，他不

藏私且無償與其他單位合作，並且幫助有志

從農的學子縮短摸索與撞牆期。農場也藉此

召募更多員工或合作夥伴，建立完整的產業

鏈。他盼望著安全履歷能成為

消費者的日常，更多年輕人願

意留鄉務農，在家鄉結婚、生

子，安居樂業。

圖二、農場的智慧環控系統 圖三、農場的離地介質栽培 圖四、農場小黃瓜的分級包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