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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金柑搶鮮嘗
 ──李念宜產業改造 翻轉人生

橙黃飽滿、酸甜生津、餘韻不絕的蘭陽金柑，在台北也可以

品嘗得很在地──蘭陽金柑生產合作社進駐「田裡有腳印市集」

(二○一五年，每週六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登場)，拓印屬

於他們的足跡，也分享如黃金光芒下的特有滋味。

文／陸樓．圖／李念宜

扭轉，看見產業曙光

提到金柑，多直接聯想到做成蜜

餞、果醋或果茶等的加工品，但這回

逛市集的我，品嘗到的可是「生鮮」的

喔！看到我吃得讚不絕口，合作社顧問

李念宜先生娓娓道出，他熱心回饋家鄉

讓金柑產業重生的同時，也牽動自己翻

轉生命的動人故事。

今年七十四歲的李念宜，一九六六

年自中興大學農經所畢業後，就投入青

果運銷合作社工作直到退休。即便已在

業界服務了三十六年，對台灣農業念茲

在茲的他，退休後仍然選擇運用專業知

識，繼續在這塊園地耕耘：「因為不甘

願看到台灣農業從興盛走向衰微。」

他回顧台灣農業的興盛時期，香

蕉是重要外銷水果，外匯收入占台灣經

濟的八分之一，「當年興建國父紀念館

的經費，四分之一是以香蕉捐籌措。」

締造台灣香蕉王國地位。此外，盛產金

柑的宜蘭，在濱海公路開通帶動觀光人

潮，及取得外商製作技術與外銷市場，

金棗(泛指各種「長實金柑」的蜜餞)成

了極夯伴手禮，一甲地的年收益曾高達

一百五十萬元，遠遠超越其他農產品。

然而，工商業起飛，農業受到衝擊，金

柑甚至以一公斤十元的賤價賣給加工廠

商，頓時農民及農會都覺得金柑是個沒

有明天的產業。

退休後，他開始研閱各類相關書

籍，發現農業的衰退除了工商業發展，

還有諸多原因，例如，農作沒有適地適

種、農業規模小、國際競爭力低、工資

提高……他恍然大悟：遭受衝擊不等於

必然衰頹。有了這番領悟，他相信小農

市集上，李念宜認真談理念。 風雨中，農委會關注發展。果園裡，枝繁葉茂金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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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台灣農業發展的動力。宿命似

乎要懸「念宜」蘭這塊土地的他，退休

後決志扭轉故鄉產業——從最具宜蘭特

色的金柑開始。

翻轉，金柑再耀光芒

不只是加工原料，金柑還可鮮食，

且是少數可連皮吃的柑桔類水果，它的

果皮含維他命C與類黃酮化合物等。但

要開發鮮食金柑，立即面臨諸多挑戰，

例如，小農競爭力弱、沒有鮮食金柑的

栽培技術、多數消費者不知金柑可以鮮

食等困難。

李念宜嘗試透過小農經營方式，尋

找發展方向。技術方面，積極尋求台大園

藝系教授陳右人協助；農友方面，則獲得

放棄武陵農場果園、返回宜蘭種植金柑

的林庭財配合。在「高品質、高價格、高

收益的產品，是一條可行之路」的共識

下，召開四次說明會，誠摯邀約當地農民

加入產銷班，二○○八年終於有十四人願

意嘗試栽種，共築產業改造之夢。

為確保消費者健康，讓花錢購買安

全產品變得值得，李念宜在輔導農民的

過程中，不斷強調提高品質，因為有好

品質方能促銷、順利開發市場，擁有市

場才擁有產業，有了產業，農業就能永

續發展。尤其，金柑從加工原料轉為鮮

食，是全新的面貌，他期望以階段性、

逐步的改變，達到穩定成長的目標。

首先，他從安全鮮食金柑的栽培管

理著手，全班於二○○九年取得吉園圃

標章，即生產者符合安全用藥規範。二

○一○年，他進一步要求建立產銷履歷

制度，透由追溯生產履歷，讓消費者對

生產者有信心。二○一一年，產品取得

「蘭陽嚴選」形象標章，建立優質消費

保障。二○一二年，產銷班邁向有機栽

培金柑，經過三年轉型期，二○一四年

正式取得有機標章。隨著品質提升，售

價也逐漸攀升，看到榮景的農民紛紛加

入金柑產銷班，人數成長近一倍。

逆轉，笑看滿意人生

以「健康、安全、幸福」為訴求

的金柑，獲得消費者肯定，讓他確定努

力的方向是正確的。有一回，他在台北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看到一公斤售價

一千八百元的日本金柑，驚訝之餘，他

更加相信只要品質提升、消費者肯定，

就有市場。為了建立信心，他特別買了

一盒給農友試吃，並出示一千八百元的

發票，就在嘖嘖的稱讚聲中，大家燃起

信心──宜蘭金柑還有很多發展空間。

面對技術與產量逐漸穩定的金柑，

他與專家、友人商議如何行銷？在一個

因緣中，認識了里仁，他感謝里仁支持

本土有機農業，讓生鮮金柑上架，有時

間逐項解決鮮食金柑的產、運、銷等諸

多問題，逐步朝向轉型成功的大道，也

讓他有機會扭轉「不滿意」的人生。

李念宜說：「我對我的一生非常

生氣，因為學校畢業後到青果合作社工

作，在各崗位上都很認真，致力經營績

效提升、產業的再發展。但到退休時，

香蕉產業一直衰退、青果社經營近乎倒

閉。自己對這樣的結果很不滿意、很不

甘願，內心不斷在思索台灣的農產業要

如何走下去？」慶幸退休之後，有機會

藉由鮮食方式覓得生機，突破金柑產業

發展困境。

除了感謝里仁幫忙，李念宜也感

謝慈心基金會協助輔導農友，在關心

農友、關心大地之餘，還提供「田裡

有腳印市集」（其農場保育動物為穿山

甲），讓更多消費者認識具有潛力、閃

耀金黃光芒的金柑。他深深冀望：當一

盒又一盒金柑裝入消費者菜籃中時，不

但帶給當地農友希望，還能吸引年輕人

投入，讓農業得以傳承並永續發展。

 小辭典
【金棗】可以泛指各種「長

實金柑」的蜜餞產品或其他加工產

品，也是「長實金柑」的俗稱。

【金柑】稱鮮品食用的「長實金柑」

果實，以及其他可帶皮直接食用柑橘品

種。

【金桔】是「四季桔」的俗名，

平常用於飲品的風味調味。

(資料來源：蘭陽金柑生

產合作社)

鮮食受歡迎，讓蘭陽金柑再

度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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