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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5  記者 韓舒容 報導

近幾年，食安問題頻傳，造成消費者人心惶惶，面對每日入口的食物，消費者總會帶著幾分疑

慮，就算食品標榜有機無毒，或者業者倡導健康觀念，也無法確保食品絕對安全，在如此沒保障

的飲食環境下，是不是間接將消費者的健康暴露於危險之中呢？

如今食安問題不斷的惡性循環，每況愈下，然而在台灣卻有一群人，不停的想在窘境中開闢出一

條不同的路，於是他們共同成立了地球人生活市集，希望能以友善環境的「綠生農法」為基礎，

集結小農們的作物，讓消費者在品嚐食物的同時，也能照顧土地，照顧人。

 

所作所為　成就小農的不平凡所作所為　成就小農的不平凡

週末的市集人來人往，「地球人」的攤位上，總能看見她的身影。紅潤的臉頰上高掛著笑容，認

真地凝視每一位顧客，她是周宛柔，現為地球人生活市集執行團隊的一份子，負責規劃地球人的

整體行銷策略，不管是網路行銷、市集行銷，她都親力親為，並且透過客製化的服務，讓消費者

與地球人之間有更親密的連結。

周宛柔向顧客介紹小農種植的產品。（照片來源／韓舒容攝）

此外，周宛柔在團隊中也負責產品的包裝設計，雖然不是畢業於設計相關科系，但仍自我學習，

四處去尋找適合的包材。新鮮食品的包裝，不只要兼顧食材的保存，也必須考量美觀，更要避免

使用到對環境有害的材料。然而包裝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能把食材的價值面創造出來，而不是流

於既定的包裝模式，好的設計能為產品畫龍點睛，讓小農辛苦栽種的成果被消費者看見。

今日臺灣所稱的小農，是指種植農作來支持家計的農戶，規模並不大，也不過份掠奪天然資源。

地球人團隊長時間與小農互動，小農們的每份耕耘，她都看在眼裡，儘管食安風暴襲捲全台，周

宛柔仍神定自若，她說：「誰種的你來我這裡都知道，怎麼做的你來我這裡也都可以知道。」透

明化的栽種過程，明確的產地資訊，一一攤在陽光下供社會大眾檢視。周宛柔選擇坦然面對每一

位顧客，只要消費者吃得安心，就是對她和整個團隊最好的回饋。

 

自然農法　自然農法　永續經營永續經營

地球人生活市集前身原為知名連鎖有機食品店，後來由周宛柔的父母親創立了品牌，希望能藉此

走出不同的風格。執行團隊在因緣際會下，接觸到了星野忠義博士的綠生農法，當時星野忠義和

他的研究團隊，正在推廣如何利用EM菌改善土壤品質，並且落實永續環境經營，教導許多在地小

農種植出無毒且利於土地的作物。漸漸的，地球人的執行團隊與星野忠義達成共識，博士以技術

援助小農，地球人則提供一個平台幫助小農販售。

實行綠生農法必須長期與研究團隊配合，且不能使用任何農藥，但在利潤考量下，能堅持農法的

小農並不多。目前地球人約有13到15位持續配合的小農，然而每位小農的耕作方式都有所差異，

周宛柔說道：「我能做的就是去了解這個人。」透過和執行團隊一同下鄉，親自去看小農們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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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凃湘羚凃湘羚

本期頭題【人生最終

章　禮儀師賴睿昇】

由資深禮儀師探討生

命課題，談人生無

常。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何家沂何家沂

住在颱風天不會有事

的台中 喜歡羽球，
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

喜歡小小一群人的緊

密勝過一大批人馬 喜歡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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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時要求小農們必須出示土地檢驗和農藥檢驗的合格證明，食材的好壞馬上就能見分曉。一

來一往的合作，彼此之間也有了默契，誠信互信的關係也替消費者謀取了更多福利。

遵循研究團隊的種植技法固然重要，但小農們選擇栽種的作物也絲毫不可馬虎，每一項作物都必

須順應氣候生長，因地制宜，因此當季生產、當季銷售成了周宛柔的重要使命。她提到：「新鮮

的食材很講究時效性，時節一過，某些食材就不再產出。」她也回憶道，有一次小農提著一大袋

的木耳到店裡尋求協助，她一句：「好，想看看好了。」便開始著手規劃，在食物的保鮮期內，

分析產品優勢，提升食材原有的價值，讓木耳能順利銷售。

 

市集　市集　新的學習新的起點新的學習新的起點

近幾年，週末市集愈來愈興盛，不管是文創市集，或是小農市集，都是民眾假日的好去處。而地

球人生活市集團隊也是近二至三年才開始接觸市集，除了店面門市有既定顧客群之外，市集更是

拓展新客群的好機會。逛市集的消費族群以年輕人口居多，周宛柔藉此認識了不少年輕家庭，也

透過這樣的管道傳達更多自然栽種的觀念給消費者。

由中興大學主辦的小蝸牛市集。（照片來源／韓舒容攝）

每週跑市集擺攤，似乎已經成了她的例行公事，也成了販賣小農商品的最佳時機。周宛柔不只會

觀察市集的消費客群，也會檢視市集的整體質感。她提到，由於地球人的產品單價較高，並不是

大眾都能接受，於是她會審慎分析，哪一個市集的消費層次比較能接受這類型的產品，並藉此去

推廣小農們的產品。

周宛柔長期耕耘於市集，擺攤之餘，也時常在學習別人如何擺設產品，讓產品「不是擺在桌上的

一堆菜。」她說，藉由視覺的引導讓物品陳列富有層次感，並帶給消費者舒適美觀的感受。薑、

地瓜、木耳不再只是市場中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周宛柔賦予它新的價值，讓每位顧客都能體會

到，她手上的每一個作物，都是認真栽種出來的。

 

推廣概念　深根人心推廣概念　深根人心

如今「有機食品」已經是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詞語，更無形中成了對產品的一種保障，然而周宛

柔嘆息道：「有機這兩個字，已經被台灣濫用了。」不少業者為了跟上市場趨勢，便會打著有機

的名號，卻沒有遵循友善農耕的栽種方式。因此周宛柔與她的團隊十幾年來都在推廣友善環境的

觀念，希望能讓這片土地能夠永續永存，留給下一代一片淨土。

談及理念推廣，她們也曾嘗試開辦教育講座，將正確的栽種觀念教導給消費者，開辦後，團隊認

為成效不彰，於是不再往教育推廣的方向前進，反而讓更專門的機構接手。周宛柔則是選擇回歸

最原始的方式，透過面對面與顧客互動，將理念參雜在言談中，自然地傳達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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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企業　移動互聯網顛覆企業　移動互聯網

討論「互聯網+」的發展，以及科技如何顛覆
傳統企業行銷。

孤島　現實下的情愛抉擇孤島　現實下的情愛抉擇

「川流之島」講述國道收費員阿雯，在生存壓
力下品嘗情愛、尋求慰藉的心路歷程。透過這
部作品，認識新銳導演詹京霖，在他身上看到
影像工作者的人文關懷。

周宛柔一邊與客人聊天一邊整理產品。（照片來源／韓舒容攝）

 

堅持理念堅持理念　　感動延續感動延續

提及地球人的下一步，周宛柔笑道：「當然還是希望好的東西能夠持續下去。」除此之外，每日

忙於農產銷售的她，也希望未來地球人的網路行銷能日趨成熟。由於主要的消費族群多半藉由網

路了解產品概況，她認為社群軟體是個相當好的工具，能與消費者以一對一的方式互動，並打破

以往的購買方式，對消費者而言是更新鮮的嘗試。

善用網路行銷，不只能擴大理念的推廣，也能將最新的產品資訊發佈於網站上，並替每位小農做

詳盡的簡介，讓他們一點一滴的付出都能被記錄下來。而未來的每一步，周宛柔都將秉持著用心

照顧土地、提供好食材的信念，繼續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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