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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草莓族？苗栗返青的富⺠路 
2019-01-01   ⽢愷璇  

提到苗栗⼤湖，多數⼈腦海中浮現的⼀定是草莓。草莓產季落在每年12⽉⾄3⽉，此時會有⼤量
觀光客湧入⼤湖，⾞潮從⼤湖酒莊開始⼀路綿延三公⾥左右。然⽽，隨著草莓⼀顆顆被摘完，遊

客逐漸⼀群群離去，喧鬧的⼤湖在草莓季結束後陷入寂靜。淡季的⼤湖，路上鮮少能看到年輕

⼈，平⽇公⾞⼀天僅有五班，乘客清⼀⾊是要去鄉公所的老⼈家。這是苗栗⼤湖，如台灣⼤部分

鄉村⼀般，⾯臨農村⾼齡化的問題。

地⽅產業無法只憑⼀年四個⽉的草莓季存活。苗栗⼤湖有⼀群年輕⼈不⽢看到家鄉只能靠草莓⽀

持，決⼼為⼤湖尋找更多出路。這群⼈組成了「⼤湖返鄉富⺠聯盟」，他們不只返鄉⼯作，更要

富⾜繁榮地⽅產業。

返青富⺠聯盟成員。由左⾄右分別為黃文詣、邱鉦斌、張書榕以及藍凱瀚。（⽢愷璇／攝）

你們是返青嗎？

聯盟的創始成員藍凱翰與張書榕夫婦原先在中國從事瓷器產業，因緣際會回來台灣經營家族的⽜

樟樹莊園，從瓷器產業跳到⽜樟樹產業，因為農業專業知識的不⾜，兩⼈起初充滿迷茫，埋頭苦

幹到了第⼆年，在⻑輩介紹下結識同是返鄉經營家業的橘⼆代黃文詣，以及其他返鄉青年，難得

遇到同輩，⼀群⼈開始聚在⼀起聊天，但這群年輕⼈不聊回鄉的鬱悶，不聊怎麼遊⼭玩⽔，他們

討論如何讓⼤湖變得更好。

聯盟名字「返青富⺠」取⾃於「反清復明」之諧⾳，背後存在著⼀個有趣的故事。藍凱翰與張書

榕夫妻剛回⼤湖時，常去聽政府舉辦的輔導課程，當時承辦⼈員會請參與者填寫⾃⼰的⾝份別，

譬如農⺠、商⼈等，但夫妻倆剛回鄉時什麼⾝份都還不是，看到兩⼈⼀臉茫然，承辦⼈員便說：

「你們是返青嗎？就寫返青吧。」於是在⾝份別的欄位上，他們看⾒了⾃⼰的定位與使命。

事後朋友聽聞此件事便打趣道：「你們返青？那你們有復明嗎？」誤打誤撞下，⼀個極富巧思與

趣味的名字「返青富⺠聯盟」就這麼出現了。但在諧⾳之外，其實聯盟對於這名字懷著更深的期

許，他們希望農村能有更多元化的發展，青年返鄉不是只有種⽥這個選擇，「它其實是⼀個精

神，我們希望返鄉青年回來之後，可以⽤他的經驗，以及在外磨練的知識，幫助鄉下翻轉。」張

書榕說。

2016年，返青富⺠聯盟正式成立。同年，他們開始每個⽉舉辦論壇，邀請各⽅⼈⼠前來擔任講
師分享經驗，在毫無任何補助與經費的情況下，返青富⺠論壇迄今已辦了18場論壇活動。接著在
2018年，聯盟成立了兩個⼦品牌，分別是「甜點製才所」與「好好食飯」。⼀步⼀腳印，這群
返青逐漸在富⺠之路上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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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製菜單。（⽢愷璇／攝）

返青路難⾛　富⺠前要先養活⾃⼰啊！

隨著論壇持續發展，聯盟也吸引了許多新臉孔的加入。同樣也是返鄉青年的邱鉦斌，和⽗⺟⼀起

創立「⾙岩居農場」。兩年前的他原先從事⼯業設計，後因景氣問題回來專⼼經營家業。將家中

原有的⼟地改建成農場，不僅規劃露營區，更為遊客提供窯烤麵包DIY的活動。

⾙岩居農場的主打商品是窯烤麵包。邱鉦斌的⽗親雖有過糕點背景，但⽗⼦倆的麵包路仍⾛得艱

辛。在露天蓋座窯，烈陽下擺張桌⼦就開始揉麵團，起初因為沒有知名度，每天做⼆⼗顆麵包，

⼀顆都沒賣出去後就放進冰庫，最後通通只能放進邱家⼈的肚⼦裡。直到開始有客⼈品嘗後幫忙

宣傳，⼝碑才逐漸打響。「創業就是這樣，就是要撐啦。」邱鉦斌說。

從做⼯業設計的⿊⼿到做麵包的太陽之⼿，朋友們對於邱鉦斌的跑道轉換既詫異⼜羨慕，經常調

侃邱鉦斌是「做⼆休五」，只有假⽇需要⼯作，但邱鉦斌解釋，觀光業只有假⽇才有收入，平⽇

沒收入不代表他可以休息，他必須趁沒有遊客的時候，鋤草整理農場，並積極地⾏銷與推廣。旁

⼈眼光看返鄉青年的⽣活總是愜意⼜美好，但箇中苦楚卻只有⾃⼰知道。

返鄉之路總是阻礙重重，邱鉦斌的幸運處在於家⼈都⽀持他的選擇。然⽽，有些家庭就不⾒得⽀

持孩⼦返鄉了，同樣是三⼗代出頭，原本從事⽣技業的黃文詣，在農村看到了更多機會，決意返

鄉經營家中柑橘產業，家⼈卻無法理解他的決定，但這並沒有削減黃文詣的決⼼，「就是想辦法

創造機會，⾃⼰做好後再影響別⼈，進⽽穩定柑橘市場，這是我的⽬標。」黃文詣說。

要將產業升級，橘⼆代黃文詣⾸要之務便是品牌定位，利⽤家裡原先⽊材廠的優勢，發展出「⼤

吉⼤利⼿作茂⾕柑禮盒」，不同於⼀般紙製禮盒，採⽤全⼿⼯製作的⽊盒，將傳統柑橘箱的概念

濃縮成⼩巧版的精緻禮盒。家⼈本來質疑如此⾼單價的禮盒銷量會很差，但是強調⼿作美感的特

⾊⽊盒卻意外在柑橘禮盒市場殺出⼀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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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詣推出的特⾊⽊製禮盒。（取⾃橘⼆代 友善農業的傳承者臉書粉絲專⾴）

只有草莓是不夠的啊！

在⾃⾝產業逐漸踩穩腳步後，這群返青並沒有忘記當初富⺠的初衷。邱鉦斌的麵包採⽤在地⼩農

的農產品，這群⼩農⼤多是獨居老⼈，不⽅便到離家較遠的市場販賣，只能送給街坊鄰居或是擺

在家裡等其腐爛，邱鉦斌不忍看到這些農產資源遭到浪費，因此決定向⼩農收購。到對⽅家裡拿

農產品時，同時也能關⼼這些因為孩⼦們「北漂」所以隻⾝在家⽣活的老⼈家。

黃文詣則是積極推動農村美感教育，他認為苗栗⼤湖⾯臨的最⼤困境便是缺乏文化藝術，「沒有

文化藝術這件事情對我們農村的傷害是非常⼤的。你看，沿路上⾯的草莓屋，不管是賣草莓還是

什麼，那鐵⽪屋有夠醜。」黃文詣說。不如九份古樸精緻的老街，⼤湖除了草莓之外，很難吸引

到更多遊客。黃文詣認為若要培養文化素養，必須從下⼀代開始紮根，因此返青富⺠聯盟積極與

當地的東興國⼩合作，將美感教育注入校園。

除了美感文化的不⾜，張書榕則認為苗栗的最⼤弱勢是「沒有地⽅品牌」。她表⽰，全台灣的烘

焙業者都會聲稱⾃⼰的糕點使⽤的是⼤湖草莓，但⼤湖本⾝卻沒有⼀家在地的糕餅店能做出吸引

⼈的草莓甜點。⾝為草莓的故鄉，卻沒有草莓的相關品牌，為了不浪費資源，聯盟決定提升⼤湖

草莓的形象，⼦品牌「甜點製才所」因⽽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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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製才所採⽤當地草莓製成甜點。（取⾃甜點製才所臉書粉絲專⾴）

返鄉不問熱情　只問準備好了沒

傳統媒體呈現的返鄉青年形象總是積極⼜充滿熱忱，問及邱鉦斌和黃文詣想給正在踟躕是否該回

鄉⼯作的年輕⼈什麼樣的建議，兩⼈卻不約⽽同地說：「先問他想做什麼，如果沒有想法，就不

要回來了。」熱情固然重要，但若沒有縝密務實的規劃就貿然返鄉，不僅⾃⼰無法⽣存，更無法

為家鄉帶來改變。

返青富⺠聯盟即將邁入第四年，黃文詣表⽰過去三年來他們⼀直積極對外曝光，但未來⽅向將往

內紮實經營，使⼦品牌以及各⾃的產業更臻成熟，「要先蹲低，才能跳⾼。」黃文詣說。這群返

鄉青年靠著團體戰，讓⼤家看⾒更多不⼀樣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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