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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區共⽣的有機柑仔店──綠⽲塘 
2017-01-12  記者 王沛軒 報導 

  近幾年以來，台灣的食品安全問題風波不斷，社會⼤眾也開始越來越注重食安議題，紛紛積

極的追求「健康、樂活、永續」的綠⽣活概念──正是這樣的⽣活概念，促使了綠⽲塘這家店的誕

⽣。綠⽲塘是⼀家以直接販售在地農產品為主的「社區型雜貨鋪」，重視農產品的資訊透明化，

也持續關注友善農耕等食農教育問題，它的存在，為新⽵縣⽵北六家的社區提供了⼀個更友善，

也更安全的採購平台。

⼩舖飄香 柴米油鹽醬醋茶

  推開⽊製的⼩⾨，⾛進綠⽲塘，最先感受到的是店內不同於⼀般⽣鮮超市的⽊製裝潢，少了

晝光⾊燈泡的冷冽，多的是昏黃的燈光所散發出的溫暖感。「妳好，崖係秋⽉（我是秋⽉）」，

臉上堆滿笑意，迎⾯⽽來的是綠⽲塘的老闆呂秋⽉女⼠，⽤著⼀⼝道地的客家話說到。

綠⽲塘創辦⼈呂秋⽉。 （王沛軒/攝）

  座落於新⽵縣新⽡屋──全台唯⼀的客家文化保存園區內，綠⽲塘以新⽵縣五峰⼀帶的在地柳

杉打造店內空間，架上琳琅滿⽬的農產品，也皆是由新⽵的在地⼩農和庇護⼯場所產；⾝為綠⽲

塘創辦⼈，同時也是現任老闆的呂秋⽉，則來⾃新⽵縣新埔鎮枋寮的客家庄。

  「簡單來說，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舉凡⼀⽇三餐所需，都是我們販售的範圍」，綠⽲塘主

要的經營項⽬以銷售農產品為主，也是店內主要的營收來源。架上的新鮮農產品除了強調地產地

銷的在地性以外，更需要符合對環境、對⼟地友善的耕種農法；除了食材販售，綠⽲塘也有提供

許多⾃⾏⼿做的加⼯食品，和搭配季節性⽽⽣的限量餐點。「居⺠只要有⼀餐願意來綠⽲塘選購

食材，那就會是⼀項收穫」，呂秋⽉是這麼認為的。

將市集帶進室內 打造社區型柑仔店

  談起綠⽲塘的成立，呂秋⽉說道：「只能說⾃⼰真的非常的有幸，可以趕上這樣的時機」，

因曾任職於「柑仔店有機連鎖超市」，⽽開始接觸了有機農業、友善農耕這個領域；當時的她，

除了柑仔店的本業外，同時投⾝清⼤綠市集的草創計畫，也積極參與新⽡屋綠市集、新⽡屋⽔稻

⽣態園區的運作規劃。直到2013年，新⽵縣文化局從客家委員會接⼿新⽡屋園區的管理權，並決

定委託在地居⺠來改置現有空間時，她，便成了社區⼼中的最佳⼈選。於是她投⾝店舖的規劃，

並決定將綠市集「提供⽣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流平台」這樣的概念帶進室內，同年綠⽲塘正式

開始營業，也成為園區內第⼀個委外經營的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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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塘的外部招牌。 （王沛軒/攝）

  「這個產品是哪裏來的？」是呂秋⽉在尋找合作⼩農時，時常掛在⼼上的⼀個問題。草創初

期，她透過以往在綠市集所累積的⼈脈和農友之間的輾轉介紹，尋找⾃⼰所熟識並信任的農友並

親⾃拜訪，希望能以⼀個共同的理念──綠⽣活的追求和友善農法，來透明化產製的過程，減少對

食物過度的加⼯，最終再以合理的價格收購，使得店內的食材選擇也越趨多元和豐富。「理念才

是我重視的，『有機』並不是透過⼀張檢驗認證單就⾜夠，雙⽅之間的信任才是最好的憑證」。

  這樣的合作模式，讓農友們不需要承擔⼤量⽣產的壓⼒，配合季節性的耕作、休耕，也是友

善⼟地的最好⽅式；不僅⼩農受惠，對綠⽲塘來說，以買斷的⽅式收購農產品，也可以減少⾃⼰

的庫存壓⼒；消費者更能在資訊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檢視食材的產地來源，「很多客⼈都會

問：『今天這個菜是哪裏來的？』，我們必須清楚他的來源，如果連⾃⼰都不知道商品來源，⼜

要如何和客⼈說明呢？更多的時候，我們賣的不只是產品，⽽是『承諾』」，呂秋⽉說到。

  綠⽲塘藉由這樣的產銷模式，和社區的居⺠維繫⼀定程度的互動。有時，甚⾄以雜貨店的型

態，開放居⺠「寄賣」⾃⼰製作的任何物品，舉凡⽵編、編織……等⼿⼯藝，「⼈情味」是綠⽲

塘最豐腴的資產。

綠⽲塘商品陳列架。 （王沛軒/攝）

當蔬果遇上咖啡 耕讀計畫新挑戰

  在綠⽲塘開始營業⼀年後，⼀名來⾃新⽵縣⽵東的客家青年，咖啡達⼈陳河志，也來到了新

⽡屋園區，並提出了共同合作經營綠⽲塘這個空間的想法。於是「咖啡」進駐，店鋪也正式更名

為「綠⽲塘．翔頂咖啡」。乍看之下是個相當突⺎的組合，但呂秋⽉則認為，翔頂咖啡的加入可

以吸引更多青年的消費族群，且藉由「創意咖啡」的展現，來結合咖啡與農友所提供給綠⽲塘的

食材，讓兩家店能互相成⻑。

  在翔頂咖啡進駐的同年，綠⽲塘受邀成為新⽵縣文化局所舉辦的第⼀屆「耕讀⽣活趣」活動

的主辦⽅，這對兩間店來說無非是個新的機會和挑戰，好讓友善耕作的想法可以真正落實於⼟地

上。⽽2014年，也正好是聯合國所訂定的國際家庭農業年，綠⽲塘藉著耕讀活動的舉辦，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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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飄香綠⽲塘 翔頂咖啡新

活⼒

⼩檔案：以立國際服務

列關於食農教育的課題規劃進去，再透過靜態展的設置，把食安問題、基因改造食物、食物⾥程

數、碳⾜跡……等資訊提供給社區居⺠，並邀請學校機構⼀同參與新⽡屋稻⽥的耕種。

  和文化局合作是綠⽲塘成⻑的⼀個起點，以店舖為中⼼點，擴⼤和社區、學校之間的連結。

呂秋⽉甚⾄藉著⾃⼰⼩時在客庄務農的經驗，將這些經驗設計成可以體驗的活動，並分享給參與

耕讀計畫的⺠眾。對於兩年耕讀活動的舉辦經驗，呂秋⽉則認為，最⼤的收穫不在於獲得多少利

潤與知名度，⽽是希望藉由綠⽲塘的存在，能對社區產⽣更實質的改變，「因為耕讀計畫，綠⽲

塘被⼤家看⾒，但是在無形之中，對六家這邊的學⽣和居⺠所產⽣的影響，才是最令我感動

的」。

從社區 找回客家⼈的DNA

  綠⽲塘在這三年間業績成⻑逐漸趨於穩定，且藉由社群網站的照片記錄和書寫，也漸漸打開

了知名度。「我們就是⼀個平台，但客⼈來到店裡，除了購買外，是不是還能獲得⼀些資訊？」

這是呂秋⽉不停在思考的⼀個問題；「可以看得出來，社區的居⺠對有機食材的來源和品質相當

的要求，也會詢問我許多關於這些食材的知識」，⾝為前台收銀⼯作的店員曾佑新也這麼說。

  為了回應這個問題，綠⽲塘．翔頂咖啡在經營⽅⾯，除了各⾃的農產品與咖啡銷售外，也時

常運⽤這個空間⽤來舉辦講座，每半年則固定會舉辦⼤型的講座和⾳樂會，作為對社區的回饋，

希望讓社區對這裏產⽣更多的認同，不定時舉辦⼯作坊，教導社區青年夫妻簡單的食物烹煮⽅

法，冀望能減少依賴外食的⽣活型態，藉由食材的運⽤，讓⼟地能直接回饋給客⼈。

  「新⽡屋園區內的所有店家都像是⼀個共同體，⽽我特別想在這裡找回客家⼈的DNA」，呂

秋⽉⼼⽬中對於客家⼈熱情、好客和堅韌的特質充滿了期待，但卻從來沒有⾼估⾃⼰去做到什

麼。「如果綠⽲塘這個經驗是成功且可以複製的，那就該繼續傳承和分享，許多百年老店之所以

存在，是因為它有它的堅持，像我們這種⼩的社區型農產雜貨鋪，也有它⽣存的理由，⽽如果不

放棄，這是可以做到老的」。

 

延伸閱讀：

咖啡飄香綠⽲塘 翔頂咖啡新活⼒

⼩檔案：《綠⽲塘》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bout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ontact/8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2?issueID=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2?issueID=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2?issueID=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1?issueID=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1?issueID=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1?issueID=637
http://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22?issueID=637
http://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17?issueID=637
http://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17?issueID=637
http://hkp.nctu.edu.tw/HakkaPeople/article/10317?issueID=637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