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山下海 蒐羅優質農特產品

「鳳山郵局併入高雄郵局後，在時任高雄郵局經理、

現任中華郵政副總經理的陳憲着指示下，我們開始

構思如何與小農搭配，怎樣把最好的食材帶到消費

者面前。」尤科長憶及。身為臺灣郵便龍頭、百年老

店中華郵政跨足做這塊，更是遊刃有餘。以往郵局與

小農合作只是單純的配送、寄貨，但尤科長希望能有

更全面的行銷模式，因此主動出擊，走入鄉間與小農

接觸，希望能透過郵局綿密的通路，販售優質的農產

品。尤其在郵政商城網購平台崛起後，更需要積極網

羅優質農產品。

起先，農民對於與郵局合作的意願並不積極，在高雄

市農業局局長蔡復進的安排下，舉辦玉荷包行銷說明

會表達郵局訴求。尤科長說，她提出兩個特色，一是

分析中華郵政的優勢，全臺有 1,324 個營業處，還

有無遠弗屆的網路商城，是最佳的銷售管道；其次是

「快捷服務」，運用中華郵政遍布全臺的服務網絡，

讓今天還高掛在樹上的玉荷包，明天就能交到消費者

手中。

農產品銷售還能做愛心。為實現陳副總想推動既能幫

助農民、又能增加郵局的配送機會的理念，及尤科長

答應協助農民行銷的承諾，再結合翁董事長支持公益

的政策方針，郵局遂為農民規劃利人利己的行銷方

式，包括活用 1,300 多個支局通路，以及 25,000 多

位員工的力量。更有意義的是，每成交一筆即捐出

10 元給慈善機構，獨樹一格的行銷想法終於打動農

民的心。

漆著元氣綠的郵務車奔馳在鄉間小路上，高雄郵局

企劃行銷科的尤素珍科長與張晉榮專員，帶著記

者前往大樹及美濃地區農家。一路上，他們對在

地農特產品如數家珍，還以為兩位都是農產專家，

殊不知在郵局服務了二十幾年的尤科長及張專員，

皆在因緣巧合下接觸農產行銷。原本高雄郵局轄

區範圍內並未有農產品，直到 2013 年 3 月鳳山

郵局併入後，才開始承辦該項業務，而張專員也

是農產外行，卻因為這項業務，自動自發的做起

功課，對於當地農作物的特性、產季、銷量，皆

能適時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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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不是只需幫農家寄寄貨就好？

為什麼還需要瞭解這麼多？

採訪撰文  賴宛靖

攝影  劉濬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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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順 伯 玉 荷 包

橙 蜜 香 番 茄

GOODS

1 2

高雄郵局 1 樓的農業局物產館，原為新興郵

局營業廳及辦公室，為了拓展在地產品，特

別讓出空間，打造出明亮豐富的展銷空間。

1

高雄郵局會針對農產品配送所需，量身打造

適用的包裝盒，讓農產品在運送過程中能確

保品質。

2

Goods在地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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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小且甜分不足，才推測花少能讓玉荷包品質好。」

阿順伯爽朗一笑。原來，果樹花開後要先疏花，得剪

去一半以上的花朵，讓剩下的花朵順利著果。阿順伯

說，今年的產量要到4月中旬才能「揭曉」，一年的

辛勞是否有回報，就要看到時的結果數量了。

人工疏花很辛苦，農民要爬上爬下以人工剪去花穗，

這麼一大片園區，有時一天疏不到幾棵樹。年過古稀

的阿順伯在疏花及採收時會調工人來幫忙，但所謂的

「工人」也都是平均年齡五、六十歲的長者，果園中

的活很粗重，不禁讓人會感嘆世代斷層、年輕人不願

回鄉務農的現況。

「作田靠天吃飯，吃好吃壞都看天公伯，歸年打拼可能

風颱一掃就去了了。」阿順伯也跟許多農人一樣，都希

望下一代有安穩固定的收入，有沒有回鄉幫忙就不勉強

了，不過孝順的孩子還是會在假日時主動回家幫忙。

為了讓都市人體驗農家生活，阿順伯的果園也開放採

果，接受機關團體預約，有時遊客採過的果樹反而招致

工人的埋怨，「因為剩下的都在樹梢那種難採收的地

方，好採的都被遊客採光光了。」為了減低遊客採果的

後遺症，阿順伯靈機一動，研擬出「果樹認養」型態，

讓機關團體認養玉荷包樹，結果全歸認養者。阿順伯的

果園裡有一株「樹王」，光這棵樹就可以採收300斤。

「如果認養到的果樹也有這樣的產量，那就真的賺到

囉！」開朗的阿順伯大笑說。

絞盡腦汁 讓玉荷包搭機去杜拜

阿順伯的玉荷包品質優秀遠近馳名，國內外都搶著要，

更成功打入以品質要求嚴格著稱的日本市場，甚至還有

來自杜拜的訂單。如何讓玉荷包搭機飛到杜拜還能保持

新鮮可口？著實讓阿順伯傷透腦筋，但由此可知他種的

玉荷包有多受歡迎。也因為量大常常賣不夠，身為大樹

區農會理事、果樹班第 24 班班長的阿順伯，也會與產

銷班的農民合作出貨，將最優質的水果銷往世界各地。

要宅配新鮮的玉荷包，有許多「眉角」。尤科長補充，

玉荷包採收後要立刻裝箱出貨，絕不能久放，否則果身

轉黑會影響賣相。所以在爭取優質玉荷包進入郵局通路

販售時，尤科長就先與郵遞科討論，提升配送時效。「確

保消費者收到的玉荷包，都是昨天剛從樹上採下的新鮮

果實。」

「水果要好，人客才會擱再來。」對於小農行銷農產品

很有一套想法阿順伯侃侃而談。他說，現在宅配、網購

通路發達，以往農民須透過大盤銷貨的方式，已經不是

唯一管道。現在走精緻化的產銷路線，並非把貨都統統

給郵局去賣就算數，萬一品質良莠不齊，到頭來傷害的

還是自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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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順 伯 玉 荷 包

TIPS
阿順伯

教 你 挑 選 玉 荷 包

1. 果實上圓下尖呈心型的玉荷包，果肩紅底部青綠，熟度最剛好。

2. 外表摸起來粗糙扎手較新鮮。

3. 每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是玉荷包的精華產季，選購挑此時。 

太早買未熟口感偏酸澀，太晚買則過甜缺乏果香。

結合公益 每一口都帶著愛心

尤科長明白，要讓農民放心將玉荷包交給郵局來賣，就

要衝出銷量讓農民安心。開賣後，中華郵政上上下下總

動員，不僅是高雄郵局，連其他的責任中心局也陸續湧

入訂單。原本訂下的 1 萬箱業績，在短時間內達標，賣

出了 1 萬 8 千多箱，捐出 18 萬 5 千多元給高雄市創世

基金會，成果令人振奮，也奠下了推動關懷農產行銷的

服務。

有了好的開始，就能有更臻完美的下一步。關懷農產行

銷計畫決定主動出擊，持續走訪農家。雖然對部分農家

而言，已經長期與民間宅急便、貨運配合了，對於交由

郵局送貨、把農產品留一部分給郵局商城來銷售，並非

必要。不過郵局認為對的事就該持續推動，讓農家感受

到誠意最為重要。

履歷清楚 好吃健康有跡可循

然而，郵局並不會因為要擴大農產行銷領域，就隨意引

進農家。尤科長說，郵局品牌大，責任也大，上架銷售

的商品都要層層把關。「透過在地農會、產銷班的協助，

我們尋找有生產履歷的農特產品，好東西才有資格成為

郵政商城的明星商品。」採訪當天造訪的阿順伯玉荷包

果園，其生產的玉荷包不僅有完整的產銷履歷，還是為

國爭光的「外銷品牌」。

阿順伯種植玉荷包已經有數十載的歷史了，本來在都市

工作的他，後來決定回鄉接管家中的荔枝農園，與老伴

金玉嬸一起打理幅員遼闊的玉荷包果園。

大樹區是臺灣玉荷包最大的產地，由於土質偏酸，山坡

地形排水佳，早年種植黑葉荔枝，之後逐漸轉種籽小肉

多口感佳、廣受消費者喜愛的玉荷包。玉荷包嬌貴難種，

無法像鳳梨般以技術調節產期，是真正的「季節限定」，

不是整年都能吃得到，更使玉荷包物稀價昂。

阿順伯的果園位於佛陀紀念館旁的坡地，偌大的果園

從平地延伸到山坡上，全是青綠健康的玉荷包果樹。

採訪時為 1 月中旬，果樹上開滿小花，感覺上會是豐

收的一年。但阿順伯搖搖頭說，光看花況不準，原因

是影響玉荷包生長的因素很多，有時今年盛產，明年

卻又歉收，原因呢？就是農民要傷腦筋的地方，得從

不斷地嘗試中獲得寶貴經驗。

「以前試種時不知道要疏花，只是覺得在馬路邊被車

子掃到的果樹果實比較大比較甜，果園深處的果樹結

3

3

4

4

阿順伯的玉荷包園遠近馳名，外銷品管最嚴格的日本等國。

Goods在地好物

玉荷包紅中帶青，才是上選。

農民需爬上玉荷包樹梢，將盛開的花朵修剪大半，才能結出

甜美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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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冠軍農詳解

橙 蜜 香 番 茄

菸草的故鄉美濃 飄著橙蜜香

高雄地區除名聲響亮的玉荷包外，還

有許多名聞遐邇的農特產品。果然，

車行至美濃，一路上可見農家叫賣著

近年崛起的冬季農產、澄黃小巧的橙

蜜香。

橙蜜香不是柳橙，也不是水蜜桃，是

新品種的小番茄。黃澄澄的外表加上

鮮綠的蒂頭，果身雖小巧但果肉厚實

飽滿，口感甜中帶酸，一口咬下充滿

濃郁的番茄香氣，入口後先感微甜，

後勁酸香，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很

刷嘴。

「橙蜜香雖是近幾年才在美濃地區崛

起的明星商品，但其實臺灣其他產地

種植過，卻未成功。」張家芸說。她

是美濃區蔬菜產銷班第 21 班班長張

治紘的堂姊，一家全是返鄉務農的年

輕世代，她主修觀光，堂弟則研讀企

軍人出身的溫炳貴，照顧嬌貴的番茄

分外溫柔。

GOODS

在地好物

橙 蜜 香 番 茄

1. 果身飽滿蒂頭鮮綠才新鮮。

2. 外觀無黑點，如有裂果則需留
意有無發霉，長白毛勿食 。

3. 橙蜜香宅配到府後開箱置於通
風處，食用時吃多少洗多少，
無須摘掉蒂頭直接清洗即可。

澄黃小巧的橙蜜香番茄

是近年來美濃地區最熱門的農產品

果園裡忙碌的他，對於每株番茄如

數家珍，難怪在他縝密的照顧下，

能培養出冠軍番茄。

尤科長說，未來郵局將舉辦評鑑制

度，與頂級農家合作就是希望取得

質量均優的農產品，之後上架販商

的商品都有產銷履歷、依獲獎經歷、

產品等級來區分。「郵局率先建立

評鑑制度，在百年金字招牌的把關

下，讓上架販售的農產品都有品質

保證。」

郵局走透透 深山找尋極品

高雄地區幅員廣闊，農產品種類豐

富，自 2013 年郵局販售玉荷包打

響名號後，加上營收回饋公益，許

多農會開始主動接觸。只不過，有

些農家位於深山野嶺，像是桃源地

區盛產的紅肉李，那瑪夏的水蜜桃

等等，品質一流卻非市場主流，往

往就是因為地處偏遠，產品運送不

易等原因所致。

「太偏遠的山區宅急便業者不收件

的地方，就讓郵局來服務吧。」尤

科長感性的說。偏鄉農民更需要與

四通八達的行銷網絡接上線，並有

專人配送，讓農產品在最新鮮好吃

的當口送到消費者手中。「要做到

這點才能幫上農家的忙！」

忙碌的郵車奔馳在鄉間小徑上，夕

陽西下，華燈初上，但小郵車的任

務尚未結束，回到郵局後還得整合

農家的意見與建議，讓未來的合作

更加順遂。

5

將橙蜜香番茄放入選果機，可依尺寸分類，但裂果、炭疽黑點仍需靠人工挑選。

從種植、照顧、採收，到包裝、出貨、宅配運輸等環節，都不能馬虎。

5

6

6

管，回美濃種植作物僅短短 7 年，

已有了豐厚收穫。「我想，或許是因

為早年美濃種植菸草，而番茄與菸草

屬同科，所以這塊土地猶如番茄的故

鄉。」

美濃地區的番茄種類繁多，有玉女、

美女、紅新娘、橙蜜香等十多種不

同品種，口感甜度各有千秋，但都

有著可愛的名字。

七年級生張治紘說，番茄皮薄很難

照顧，強風大雨影響收成便罷，連

露水都會造成裂果。「試種 3 年都

沒成功，但我還是抱持著實驗精神

試試看，直到朋友來訪摘下，一吃

讚不絕口，我才瞭解自己能種出口

感清爽又富有香氣的番茄。」

嬌貴小番茄 種植大學問

近年來，富含維生素 C 及胡蘿蔔素

深受女性喜愛，既有飽足感又不用

擔心攝取過多糖分會導致發胖，可

說是最夯的水果，宅配訂單源源不

絕，也考驗農家揀貨、出貨、送貨

的功力。

「番茄雖不用冷藏，但因為外表脆

弱很難照顧，運送時稍有碰撞，就

會產生瑕疵，所以在裝箱運送時要

格外注意，盡量別讓蒂頭互碰，使

果身產生傷痕。」

農家揀貨時也要具備「火眼金睛」，

才能瞧出細微的瑕疵。「像是蒂頭

下的裂痕，肉眼完全看不出來，裝

箱送到客戶手上可能就變大了，這

點防不勝防，我們都會盡可能多挑

一點給客戶補償。」

裂果並非不能食用，只是賣相較差，

張治紘說，除非裂果上出現黴菌，

不然裂果一樣鮮甜好吃。

難照顧的番茄還會罹患炭疽病，這

是一種只針對番茄熟果發作的真菌

性病害，初期果身出現筆尖大小黑

點，逐漸變大、凹陷，最後就潰爛

了。最困擾農人的炭疽病雖可用藥

抑制，但張家人堅持崇尚自然，「我

們是追求產銷履歷的果園，以有機

農法耕種，寧願承受產量削減的風

險，也不會輕易用藥抑制。」

職業軍人 種出冠軍番茄

另一位型男農人也是青年返鄉的代

表。溫柄貴自職業軍人退役後，便

返回美濃耕作，雖然轉型務農才幾

年光景，但他勇於嘗試、善於觀察，

歸納其他農家種植番茄的心得，細

心種植出品質及口感一流的橙蜜香

番茄，一舉奪下 2014 年橙蜜香種

植冠軍的殊榮。

溫柄貴走進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番茄

園，渾身上下透著勃發英氣的他，

觸摸園中鮮嫩欲滴的番茄，卻更顯

溫柔呵護。從天亮到太陽下山都在

Goods在地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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