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F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發展史展示區：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總面積為七百二十六公頃，較臺北縣永和市(五百七十一點三八

公頃)大一點三倍，本場土地遼闊但地質差，且經歷年颱風的侵襲，更顯開發過程艱辛；

開拓至今可分成以下四階段：(一)土地開發階段  (二)作物試植階段  (三)畜牧發展階段  

(四)休閒發展階段(含觀光果園)，以及颱風災害損失。 

 
上圖為新光兆豐休閒農場相關位置 

(一)、土地開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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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年由台灣省東部土地開發處利用人力方式築堤開墾 

 
原購入時之原始地貌 

農場土地原本由壽豐溪和花蓮溪沖積而成遍布石礫的河床地。一九六三年(民國五

十二年)由「台灣省東部土地開發處」召集退除役官兵開墾，總計人數約一千六百人，

利用畚箕、扁擔搬運石塊來築堤開墾這塊荒地。未開墾前的地質，經過幾百年沖積而成，

地層結構石礫深達一百二十公尺。當時政府推行「耕者有其田」政策，人民須以農民的

身分向政府購買土地。不過開發後之土地無土壤可供耕作，因此農民無承購意願，榮民

也興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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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年花蓮縣政府核准公文「中國兆豐申請承購平林開發區土地核定通知」 

 
同年經濟部頒發中國兆豐公司執照 

本農場於一九七四年(民國六十三年)九月依據「台灣土地資源開發委員會」於一九

七三年(民國六十二年)七月十日省資土字二七八零號函公告開發完成之土地計面積七百

六十八點八八一三公頃，繼續接受農戶或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利用合作社、大規模公

私企業組織、農牧公司等申請承購，由於七百多公頃的河川新生地乏人問津，當時擔任

新光人壽總經理的吳家錄先生(現任新光兆豐休閒農場董事長)，正在尋找適合投資的土

地，發現平林開發區這片土地具有開發價值，報告吳火獅董事長後於一九七四年(民國

六十三年)申請承購，同時成立「中國兆豐股份有限公司平林農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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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年平林農牧場入口 

   

1974 年現今玫瑰園之入口原貌              1974 至 1979 年舊辦公室 

 
1979 年現任董事長吳家錄先生與全體員工於舊辦公室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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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年現任董事長吳家錄先生巡視農場   現任董事長吳家錄先生於早期住宿區現今 

玫瑰園之入口 

   
放淤(一)                                放淤(二) 

   
放淤(三)                                放淤(四) 

上圖為 1975 至 1977 年放淤過程 

 
1975 年至 1977 年部分坵塊放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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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溪是造就今日新光兆豐休閒農場的重要命脈，購得後河床地初期都是石礫，農

場員工在雨季時利用溪水放淤的方式，將田埂圍成各區塊一分地，農場員工每遇雨天引

進溪水放淤，等累積沉澱到一定的表土厚度，再換另一塊繼續放淤。 

   

1974 年至 1976 年犁田                   1976 年至 1977 年機械犁田 

   
1974 年至 1977 年插秧                   1974 至 1977 年稻米收割 

為配合政府農業政策，開墾後農地必須種植農作物，但農場是河床地全是石頭蓄水

力差，因此先在耕地底層鋪塑膠布，而後覆蓋土壤再引水灌溉耕種。主要是因為壽豐溪

河川水源供應不足水量不穩定，造成種植出稻米品質欠佳，水稻試種宣告失敗。 

  
   當時承購土地分為 8918 個小坵塊      擴大坵塊於 1986 年坵塊放淤完成，區內田  

               埂陸續挖埋作業 
為配合機械耕作進行擴大耕作區塊工程，將原本八千九百一十八個小坵塊，雇用推

土機作業，以六公頃為一耕區，總計合併成為一百二十七個耕區。如此年復一年，土地

改良工作及排水設施建設前後歷經長達二十多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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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物試植階段： 

  
1987 年甘蔗兼作玉米種植                1975 年至 1981 年甘蔗收成 

 
農場地目為一般農業用地需農地農用，雖然為石礫地，為了善加利用這片土地，同

時配合政府政策推廣種植甘蔗，經由台糖輔導於西元一九七五年(民國六十四年)開始種

植甘蔗，採收交給光復糖廠製糖。甘蔗一次生長十八個月，收成後宿根還能再長十二個

月。種植甘蔗好處多：(1)甘蔗不怕颱風，颱風吹倒它又會再長 (2)土地貧瘠，掉落的蔗

葉可當肥料 (3)採收後的蔗尾也能供飼養的肉牛食用 (4)甘蔗根可使土壤鬆軟，利於往後

的耕作 (5)種植甘蔗可引灌淤泥，增加坵塊本土厚度。當時最大種植面積達二百六十公

頃，不過由於農場土地貧瘠再加上土地均為石礫無法利用機械耕作及採收，甘蔗採收工

資高昂，因此直到西元一九九五年(民國八十四年)國際糖價持續低迷成本不敷而不再種

植。 
 

  
1976 年至 1993 年種植西瓜                 同年西瓜採收 

 
農場不放棄任何機會，考慮到河床砂石地質、含水量不高，農場將一部份的希望放

在簡易苗圃和栽種短期經濟作物。西元一九七六年(民國六十五年)開始，試著種植無子

西瓜、洋香瓜等短期經濟作物。於西元一九八四年(民國七十三年)最高種植面積曾達到

一百四十二公頃，當時亦是鳳林鎮無子西瓜全國聞名時。不過種西瓜怕雨水，雨季導致

無法授粉結果，以及收成時適逢梅雨季與颱風，因此大量雨水使得西瓜裂果造成損失；

再加上西瓜和香瓜需要大量的人力及物料，在成本日益升高而市場價格長期低迷之下，

於西元一九九三年(民國八十二年)結束不再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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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年至 1994 年試種的龍柏、鐵樹，至今少數存活供景觀之用 

 
土地開發時沒有樹木，因此西元一九七五年(民國六十四年)開始種植簡易的苗圃造

林，嘗試栽種黃梔子、龍柏、鐵樹、檳榔等簡易苗圃。然而這些努力，卻因歷年颱風吹

倒大半的樹木，以及簡易苗圃被颱風吹毀，在西元一九九四年(民國八十三年)中止，功

敗垂成。 
 

   
1982 年至 1986 年種植銀合歡時採用台灣罕見的空中施肥方式 

 
同時配合「中華紙業公司」契作紙漿原料，於西元一九八二年至一九八六年(民國

七十一年至七十五年)間種植銀合歡，因銀合歡可固定空中的氮素，落葉可增加土壤的

氮肥，亦可將木材送至「中華紙業公司」，但由於種植面積過於寬廣，當時最高達一百

八十二公頃，傳統人工施肥方式浪費人力，因此採用當時台灣罕見的空中施肥方式，雖

然可能浪費近兩成肥料，不過以成本考量還是比人工施肥符合經濟效應。西元一九八七

年(民國七十六年)開始栽種同是紙漿原料的桉樹，亦達到一百六十八公頃面積。但因國

際紙漿價格迅速滑落，紙廠無法收購，且於西元一九九四年(民國八十三年)受提姆颱風

之害，一夕之間傾倒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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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牧發展階段： 

   

1976 年前飼養肉牛畜舍(原開發隊營區)      1976 年至 1986 年本場自蓋肉牛畜舍 

   

1976 年至 1986 年放牧肉牛 

   
1977 年肉牛放牧已故董事長吳火獅先生巡視農場 

   

1978 至 1986 年早期畜養大量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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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七五年(民國六十四年)農場剛成立時，為充分利用遼闊的土地，在種植農

作物的同時，也設置簡易設施以放牧方式畜養肉牛三百多頭及山羊六百餘頭。放牧的方

式為利用區塊，讓牛隻輪流分區食用。以牛吃草，牛糞自然肥沃土壤成為有機肥料的方

式進行。但因土地貧瘠草少，肉牛飼養到瘦骨嶙峋，適逢農委會於民國八十年開放澳洲

冷凍牛肉進口，國產牛肉受到衝擊，肉牛放養於是放棄。而土地不斷開發，表土太少無

法種植較佳的牧草，又因山羊集體飼養易得肝蛭病，遂於西元一九八六年(民國七十五

年)決定不再放養。 

 

   
配合政府發展乳業政策，於 1987 年興建    同年首次美國進口一百頭荷蘭種懷孕女 

乳牛舍                                 乳牛 

 

 
 
 
 
 
 
 
 

機器榨乳過程                              餵小牛體驗 

 
 
 
 
 
 
 
 
 
 

青貯盤固拉草                               生長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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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六公頃的牧草區 

 

西元一九八七年(民國七十六年)配合政府推展乳業政策，興建牛舍，自美國購買荷

蘭種乳牛一百頭，空運來台開始飼養。同時種植優質的盤固拉草、狼尾草達六十五公頃。

乳牛飼養至今近四百頭，牛乳日產量約兩千六百公升。因為牛隻來自寒帶氣候適合低溫

乾燥的環境，為提高牛乳產量，因此農場牛舍設置灑水裝置和電風扇，以降低溫度，提

供牛隻良好的生活環境。公牛則飼養至五百公斤後出售供應肉牛市場。 

 

本農場所產的生乳是由統一企業收購，優質的草地、乾淨的水源及良好的空氣，所

產出的鮮乳是頂級品質。而農場販賣乳酪和鮮奶冰淇淋是利用自產鮮乳委外加工製成。

夏季牧草較茂盛，將收割的牧草，打包成一捆捆白色「青貯草」存放，這種存放方式可

有效隔絕水和空氣，保存其養份不易流失，可存放至冬季牧草產量少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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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發展階段： 

 
1991 年農場簡易大門 

   
1991 年農場針對花蓮地區國小學童主辦「小小羊兒要回家農場體驗活動營」， 

因此活動造就兆豐溪的誕生 

 
1991 年遊客於兆豐溪體驗捉泥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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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營運逐漸轉好，也開始思考未來規劃。西元一九九零年(民國七十九年)新光兆

豐向農委會申請設置休閒農業區，農委會於一九九一年(民國八十年)同意，而在兩年後

經建會「促進產業東移專案」主導下，新光兆豐農場逐漸邁向休閒事業型態，即是現今

的「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同時逐步建造園區入口大門、遊客中心、住宿區、溫泉會館、

景觀區、生態鳥園區、可愛動物區、植物園區、乳牛區、鹿苑、觀光果園區、造林區、

功在新光紀念碑等等。 
 

   

糖橙                                  芭樂 
 

西元一九八七年(民國七十六年)開闢六十公頃土地種植總類達二十三種不同果樹，

主要是以糖橙、酪梨、芭樂為主之綜合性觀光果園。又大又甜的泰國芭樂深受大家喜愛，

每年十一月至隔年二月開放遊客現摘現吃均免費，不過四月到十月因土質問題當季水果

產量較少，故將採收後的水果放置於休息區供遊客免費品嚐。 
 

 
每年十一月至隔年二月開放遊客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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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現任董事長吳家錄先生巡視遊客中心興建工程 

 

八氣 

「天氣、景氣、和氣、士氣、口氣、勇氣、財氣、打氣」 

    農場經營多年吳家錄董事長以十六個字來形容從事觀光業的感想。天氣壞如颱風侵

襲遊客不敢來；景氣不好旅客沒有多餘的錢消費；與客人要和氣，和氣才能生財；員工

要有士氣，因農場腹地大，最早只有幾十人經營，整體「士氣」相當重要；透過好的服

務經由客人口耳相傳好的口碑就是「口氣」；農場經過多次風災仍繼續投資需要「勇氣」；

有投資的勇氣也需要有足夠的財力，此為「財氣」；旅客的讚揚及政府部門輔導為農場

「打氣」，才能繼續向前邁進。 

 

吳家錄董事長述說這裡的土地一粒沙、一寸草、一滴水都不是現成的，所以這個農

場是個百分百人造農場，和一般沃土良田之農場相比其艱辛度無法相提並論。幾次重大

風災的無情、望著流失的土地，好幾次召集員工都有放棄開發的念頭『人真的無法與天

爭』，但看了看在花蓮純樸的員工們都有家庭要照顧，且心裡極為不甘願難到真的就這

樣放棄這塊土地嗎？放棄說不出口便改口鼓勵員工繼續努力加油。 

吳家錄董事長回憶早期來到農場和員工睡在破舊的草寮，晚上睡覺需用蚊帳，主要

不是防蚊，而是為防蜈蚣，起床穿雨鞋還要先將雨鞋檢查有沒有蛇躲在裡面；雨季時員

工忙著引帶淤泥的溪水至農場土地增加土壤厚度；為符合農業用地使用種植水稻，因農

場為沙礫地保水不易，鋪塑膠布保水種水稻；養肉牛因土壤貧瘠草不足養的瘦骨嶙峋；

種西瓜準備大豐收，一個颱風過後盡成空，類似情形不勝枚舉。現在農場已規劃完成渡

假木屋、溫泉會館、鳥園、動物、植物花卉景觀、乳牛、果園..等多項設施。 

因為有這樣前仆後繼的拓荒精神，才能打造台灣最後一片人間淨土、東部最美的世外桃

源。當您眺望遼闊的草原、雲煙裊繞的遠山，和隨風搖曳的花海時，請別忘記，曾經有

一群人，歷經三十年飽嘗艱辛，再接再厲，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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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災害損失情形： 

   

1979 年安迪颱風造成壽豐溪潰堤，洪水直接沖入農場 

   
 

   
花蓮溪堤防雖較少潰堤，一旦發生均會造成農場土地嚴重流失 

由於颱風多從花東地區登陸侵襲台灣，農場開拓變得更加艱辛。開拓前期因堤防不

堅固，西元一九七五年(民國六十四年)貝蒂颱風、一九七九年(民國六十八年)安迪颱風和

一九九零年(民國七十九年)黛特颱風，沖毀壽豐溪堤防。好不容易培養的土壤，經過貝

蒂、安迪颱風，一夕之間被溪水沖毀，總面積約達五百四十公頃，土地改良的努力全都

白費，又恢復成一遍石礫和荒涼。 

後期栽種經濟作物時，又因西元一九九四年至二零零零年(民國八十三年到八十九

年)間，提姆、賀伯、瑞伯和碧利斯颱風又將所有辛苦試作的農作物、欲收成瓜果破壞

殆盡，損失慘重。樹木半倒全倒不計其數，多年來辛苦開拓的成果毀於一夕。 

颱風過後的重建工作是費時又辛勞，必須道路重新整建、灌溉溝渠重新建造、排水溝工

程重新疏濬施工，及開鑿水井共二十一口，以備旱季時作物灌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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