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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嵐婷的沃野千⾥ 永續食農教育 
2016-06-15  記者 許⼼如 報導 

  隨著科技發展，⼈們取得食物的途徑越來越⽅便，消費者的選擇越趨多樣化，在超商就可以
看⾒來⾃異國的⽔果，食品加⼯的技術複雜，食物被改造成各種形式融入⽇常。

  現代化的⽣活看似華麗，但⼈們與⼟地的連結正漸漸流失，對於⼿上的食物來⾃何處、加⼯
過程不得⽽知，⽽且缺乏關⼼意識，沃野食農會社創辦⼈許嵐婷看⾒了這個隱憂，辭掉原本⼯程

師的⼯作，專⼼投入食農教育與發展有機農業。

  擁有清⼤電機系學歷的許嵐婷，循著傳統社會與家庭的期待，畢業後⼀腳踏入新⽵科學園區
⼯作，在這個領域她將專⻑與興趣結合，交出優秀的⼯作成績，似錦的前途卻讓許嵐婷思考：就

要這樣⼯作三⼗年嗎？⻑遠⽬標是什麼？

  ⼀邊思考，許嵐婷投入了兒童環境教育，同時觀察到⾝邊⼈們的飲食⽣活充滿了未知與不透
明，食物的出處、成分與加⼯的概念逐漸模糊不清，相關議題的敏感性普遍低落，孩⼦們與⼟地

的連結更是薄弱，許嵐婷說道：「可以想像下⼀代⻑⼤之後對於這件事情（⼟地）會沒有感覺，

對於為什麼要保護環境更沒有感覺。」

  她希望能扭轉這樣的局⾯，重新拉近⼈們與⼟地的距離，在2014年成立沃野食農會社，秉
持著農法發展、食物重建、稽核檢驗與環境永續四⼤核⼼價值，研發產端技術，建立銷售端的平

台扶植有機農業，同時投入環境教育宣導，⼀邊尋找合作夥伴。

沃野食農會社創辦⼈許嵐婷，從⼯程師轉職科技農夫。（許嵐婷臉書／提供）

 

永續農業  從⽣產端做起

  由於沒有農業的相關背景及經歷，許嵐婷離開園區後，曾在有機豆腐廠打⼯，並擔任⽥間管
理員，了解傳統農產與食物加⼯過程，增加農業相關知識與基底，尋找農藥及化學肥料的替代⽅

案，研究永續農業的可能發展。許嵐婷提到：「永續農業是⼀種趨勢，不⽤那些（化學）材料後

要想新的⽅法，現在能⽤的⽅法就會耗費很多的⼈⼒，資材也比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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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的有機農業多從事銷售端的建立與維護，卻鮮少有⼈⼤量投入⼼⼒於⽣產端，於是許嵐
婷開始研發耕作技術，在新⽵縣內灣地區尋得⼀塊基地，⾃⾏下⽥耕作稻米，運⽤理⼯背景將科

技與農業結合，與夥伴⼀同開發出全新的⾃動澆灌系統，因應氣候變遷，這套系統會⾃動偵測⼟

壤裡的濕度、環境元素等，將資料回授給中央控制，⾃動判斷是否供給⽔流、調節⽔量。

  此外，沃野並不拘泥於特定的農法，每⼀種作物適合的耕作環境不同，基於有機農法的核⼼
概念都指向環境永續，許嵐婷將各式有機農法混合使⽤，針對各式農作物提供專有的農法，同時

積極將沃野銷售的農產送驗，透過第三⽅認證擁有完整的產銷履歷。

  沃野團隊建立起完善的產端及銷售端，同時進⾏食農教育，因此許多教育機會與技術⽀持主
動流入，⽇沃野得以彌補純推廣者不⾜的技術知識，並幫助有機農夫設計出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農產品，扶植更多永續發展的理念成形。

沃野有⾃⼰的耕作地，實驗各式農法與相關技術。（沃野食農會社／提供）

 

食農教育  讓孩⼦親近⼟地

  除了農業的永續發展，另⼀⽅⾯則從食農教育做起。許嵐婷接到親⼦共學團以及中⼩學的邀
請，向年下的孩童與學⽣推飲食⾃給⾃⾜的觀念，設計許多實作課程，帶孩⼦們親⾃下⽥，倡導

在地有機農業的發展，利⽤食物與連結⼈和⼟地，重建食物的原貌與來源，扭轉消費者的食育觀

念，「離⼤⾃然或是⼟地最近的其實是食物，我希望從食物這條線把⼈帶進來。」許嵐婷提到。

  在沃野逐漸壯⼤後，許嵐婷發現要解決現在有機農業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要從「⼈」做起。
隨著越來越多的教育機會流入，沃野的發展⾛向漸漸偏向教育，除了親⼦共學團之外，沃野也舉

辦許多講座與活動。

  舉例來說，許嵐婷受邀⾄新北市板橋⾼中的⾃由選修課任教，課堂設計學⽣親⾃下⽥耕作，
介紹電路及元件，⿎勵學⽣⾃⾏建造澆灌系統，並在期末時做出企劃，邀請⼩學⽣⾄菜園參觀學

習，過程中讓⾼中⽣參與傳統農業，引導學⽣對⾃⾝興趣的啟發。沃野從⼀開始多⾯向的經營，

到現在逐漸轉型，朝著教育端發展，但同時仍不放棄技術上的研發，在未來希望以技術輔佐教

育，向社會推廣食農教育及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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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嵐婷設計許多實作課程讓親⼦共同參與。（沃野食農會社／提供）

 

勇敢追夢  實作後更無懼

  ⼯業⾰命之前，⼈類⾏有機耕作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隨著越趨商業化的經營⽅式，不只環
境遭到破壞，⼈們與食物及⼟地的斷層也越來越⼤，甚⾄連帶有食安的問題，許嵐婷看到這個問

題，並希望找出⽅法解決。

  許嵐婷從⼯程師轉職成科技農夫，⾃⾏創業為的是⼀個理念的執⾏。創業⼀途讓許多⼈卻
步，導因於害怕失敗且無法溫飽，但許嵐婷表⽰若想清楚⾃⼰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踏出第⼀步之

後便會越來越無懼，但若⼀直做著⼯程師的⼯作，卻沒有⽣命⽬標的活著，這才是許嵐婷害怕

的。

  許嵐婷說：「⼤家都會怕⾃⼰離開原本的⼯作活不下去，但其實不會。」⼈的⽣命很有限，
必須想清楚在努⼒奮鬥後，到底希望得到什麼？找出⼈⽣的定位勇敢追尋夢想，為這個世界留下

有意義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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