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頂洲種苖園 

 

 
 

 

 

 

 

以農為生計的頂洲，從古早的風霜到現代的足跡，二三百年了，雖緩緩蛻變，

接受潮流的洗禮，然而泥土依是她最後廝守的依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恆仍

是她最美麗的行程。 

「頂洲種苖園」，座落在頂洲東側，長久以來，即不斷的開發新的品種，提

供農民源源不絕的幼苖，在八掌溪畔，結合科技，建立品牌，打造農產育苖新的

旅程碑。 

成功事業的背後，總有一段憂勞寒暑的歷程與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場主林

松柏先生，南投人，夫人羅春霞女士籍貫台中東勢，夫妻二人皆為客家人，因林

先生當兵而結緣，後來松柏先生受當兵好友的影響與鼓勵，離鄉背井南下，到台

南縣新市鄉好友的農場作種苖培育的學習，本著客家人勤儉打拼，硬頸苦幹的精

神，在學有心得之後，夫婦二人即到高雄縣橋頭鄉，開始自立門戶，經營種苖的

培育，雖有滿腔的抱負與理想，然而租用場所，總是欠缺歸屬感，因為在那個年

代，房地產已經開始飆漲了。 

 

 

 

 

 

 

 

 

 

 

初次創業的松柏先生，根本沒有能力購地經營，於是又歷經一段時日後，稍

有經濟基礎，也打下了市場知名度後，開始有了尋找自己王國的構想，就在因緣

際會下，於民國七十五年來到了頂洲。 

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簡單的工作室後，夫婦二人，每天熱力十足，迎接八

◆自動化的設置，降低成本，也提高了幼苗的存活率 



掌溪的晨曦，送走河堤的霞飛，日復一日，努力編織年少的夢想。 

民國七十九年，開始作「採種育苖」，即用種子大量培育幼苖，到了民國八

十年，巧遇台灣農業開始推廣「穴盤育苗」，即現今常看到黑色小塑膠盒，於是

松柏先生大量生產，經濟效益不錯，在這之前，台灣種苖是用塑膠袋裝沙拌有機

肥料而培育，這種生產過程，全靠人工，且質不佳，量又少，成活率低。 

 

 

 

 

 

 

 

 

 

 

 

 

 

 

 

 

 

 

由於市場需求種類日漸贈加，幼苖品質受重視，松柏先生於民國八十三年，

開始作各種疏菜及蕃茄種苖的培育，更在民國八十五年，設立現今的室內培育

場，一套全自動的機器設，並結合農委員會的經費補助、大學農業科系的技術指

導，將種苖的培育走向精緻農業發展的典範，如今，行銷的範圍在台中以南，且

以各縣市大型農場為對象，多元化經營，擴展市場，行銷另一片屬於自己的網路

線。 

種苖的經營因各地農業需求不同，也有淡旺季之分，在南部一至七月是淡

季，八月以後，市場開始活絡，為了充份利用設備及經濟效益，松柏先生全省走

透透，接洽各地不同的訂單，長久以來，一年四季，全年無休，「頂洲種苖園」

載運的貨車，馬不停蹄，奔馳在全省各地的每一個角落，為了台灣的農業，輸送

最高品質的幼苖，造福菜農，加惠消費大眾。 

 

 

 

 

◆穴盤式的培育，需要人工與機械的結合，「交花」是一項很重要的手續 



 

 

 

 

 

 

 

 

離鄉背井的異鄉人，故園雖是迢迢的歸程，幾朝風雨之後，接受頂洲泥土的

薰陶，如今已是道地的「在地人」了。「孩子很喜歡這裡，空氣好，土地大，視

野廣，生活純樸寧靜，我們全家早已被頂洲同化了」，林太太悠悠談述家人的心

境與感懷。 

客廳的牆壁上，掛著副總統呂秀蓮來訪的照片，那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見

證，回首來時路，芒鞋不再蹣跚，天空不再嘆息，細數眼前，已是亮麗的行程，

閃耀的燈。 

八掌溪依是潺潺流著，河堤曠達沿伸通往另一個向度，老牛車緩緩走在芳香

的土地上，田野的作物青翠依舊，松柏先生滿足的笑了，黝黑的身影，閃晃著兩

排潔白的牙齒，一隻青鳥飛過園區，為頂洲帶來今年的第一聲春啼。 

 

 

 

 

 

 

 

◆溫室經營，雖然不受自然天候的危害，但是成本很高 

◆呂秀蓮副總統、陳唐山縣長，曾蒞臨參觀，對場內的經營方式與行銷作業

均給與最大的肯定與鼓勵 

◆工作之餘，羅女士以書法國畫作為休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