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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拾蚯樂 

以循環農業協助在地小農建立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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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嘉義民雄的智凱，每天騎摩托車至雲林大埤的蚯蚓養殖場工 

作，年輕人為沈滯的大埤帶來一股活力。 

  臺灣農村人口外流嚴重，生於斯長於斯的老人，雙腳像路旁的老榕 

樹扎了根，甘願固守家園，年輕人喜歡至大城市吃頭路，他們不想像 

父親每天辛勤工作，命運卻掌握在老天爺手中，汗水常換不來溫飽。 

智凱逆向操作，選擇返鄉，希望發揮創意，翻轉農業。 

 

 

 

 

 

 

 

 

                                                    智凱每天在培養廠堆土、翻土，企圖          

                                                    讓農業回歸自然 

                                                     

 

 

 

 

 

 

 

 

天地萬物自然循環，蚯蚓吃進有機 

廢棄物，排放出天然有機肥料 

 

  養殖場用廢棄畜牧場改裝，一進門糞肥的氣味撲鼻而來。人家說現 

在年輕人，生長在富裕環境，吃不了苦，但眼前這位年輕人每天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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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野，處理牲畜排泄物，聞著水肥之氣，藉由蚯蚓將無用之物轉換成 

有利農作又不傷害土地的有機肥，為農業找到創新之路。繁華的城市 

在綠野平疇之後閃爍，他不為所動，每天都因「蟲屎而開心」。 

 
                                                  「蟲心開屎」，開心收成 

 

  當「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環保概念深植人心時，當代廚藝開始強 

調「垃圾烹調」(Trash Cooking)，主張從鼻子吃到尾巴，不浪費一 

絲食材。有一年輕人努力將「蚯蚓有機肥」推廣至社區或有機小農， 

推廣「安全、自然、健康、無毒」的優質農業文化，同時舉辦食農教 

育，強調環境友善式的農耕方式和最少化學添加物的在地食材料理。 

藉由參訪及工作坊，帶領農民往友善耕作及安全用藥方向轉型，當大 

部分農民都使用友善無毒方式耕作時，吃無毒蔬果不再是有錢人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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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是全民獲利。 

  莊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一點一滴累積，如養浩然正氣，

讓我們能看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智慧自然彰顯。這就是「服務利

他」的精神。 

  智凱將看似無用的農業有機廢棄物，轉成天然有機肥料-蚯蚓糞 

，成為有價值的生物資源，解決畜牧業廢棄物無處可丟的陳年痛 

苦，幫助農民提升農作物價值，將自然還歸於天地，增進民眾健康。 

 
                           田間小路左邊農田使用有機蚯蚓糞，與右邊對照，差異立現 

相關影音連結： 

拾蚯樂-農業大進擊-服務利他獎-線上成果展 EPISODE 3 

https://youtu.be/RK4yKJ9YjRw 

 

Circular 拾蚯樂：以循環農業協助在地小農建立品牌價值 

https://youtu.be/l18dYPmMd4E 

  

https://youtu.be/RK4yKJ9YjRw
https://youtu.be/l18dYPmMd4E


5 
 

初評提案 

方案摘要 
因對於環境有共同理念，因此共同研究微生物多樣性蚯蚓養

殖，利用蚯蚓將大量農畜牧業之有機廢棄物轉換成優質的天然有

機質肥料-蚯蚓糞，誓為這塊土地盡一份心力，提升地方產業興

榮，增加農民收益，並促進青年返鄉，共同為地方創生。 

將嘉義縣市境內之有機廢棄物收集做前處理，透過高密度蚯

蚓養殖方式將有機廢棄物轉換為優質的天然有機質肥料，並將產

出物蚯蚓糞運用至農田做經濟循環，並提升使用區域作物之價值

及土地復育之作用。 

方案編號 108-A040 組別 ■社會組□大專組□高中組 

方案名稱：創新農業，蟲心開屎 

壹、 前言（概述、動機與理念） 

因對於環境有共同理念，因此共同研究微生物多樣性蚯蚓養殖，利用蚯蚓

將大量農畜牧業之有機廢棄物轉換成優質的天然有機質肥料-蚯蚓糞，誓為這塊

土地盡一份心力，提升地方產業興榮，增加農民收益，並促進青年返鄉，共同

為地方創生。 

農業生產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估計台灣每年產生的生物性農產廢

棄物總量達 460 多萬公噸，這些廢棄物若隨意傾倒、丟棄、燃燒或處理不當，

均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系統，若能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對農業、

環境都能產生正向功能，也成為很有價值的生物資源。 

若禽畜糞等有機堆肥未完全腐熟施用至田間後，會繼續發酵，造成

土壤溫度升高，且易產生有害氣體及物質累積於土壤當中，造成作物根

部的傷害。經過蚯蚓消耗有機廢棄物，產出完成腐熟，由於處理過程物

料完全的腐熟，施到地裏不會產生二次發酵，不會因發生二次發酵中快

速繁殖的微生物和作物根系爭氧而產生燒根燒苗現象，使用非常安全。 

我的願景為「友善環境、保護生態」，努力維護地球自然生態，並使土地能

永續利用，讓世世代代的人們能有一塊淨土，立志成為新興農業及循環經濟中

重要的一環，並推廣「安全、自然、健康、無毒為本」的優質農業文化。 

貳、 所見事實 

嘉義縣屬農畜牧業大縣，因為這樣也產生了大量農業有機廢棄物，

在農作方面大多使用慣行農法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導致土地的破

壞，同時也是老年化較嚴重之地區，年輕人外流嚴重，鄉下對環保觀念

及生態永續較為不足。  

108 年第 2季統計嘉義縣肉牛飼養量約 8161 頭、乳牛飼養量約 6895

頭、雞隻約 1 千萬隻、豬 38 萬多頭佔台灣總量約 7%(資料出自行政院

農委會農業資料統計)，換算下來每個月光牛隻禽畜糞便就達 45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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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實際有效被處理更是少之又少。 

為使作物快速吸收到肥份，農民習慣使用化學肥料，作物生長不好

就是再追加化學肥料，導致土壤的惡性循環，有機肥肥份相較化學肥料

肥力較不高且肥份屬長時間慢慢釋放，在相同單位肥份的成本將較之下

有機肥的成本也較高，農民經常為了求方便及成本考量下大量使用化學

肥料。  

參、 問題分析 

一、傳統處理有機廢棄物方式大多為堆肥及使用微生物發酵或機器加熱。處理 

    過程易造成二次汙染如產生臭味造成居民空氣汙染、堆肥過程產生之液體 

    易造成地下水汙染鄰田汙染等；使用市售大型機器加熱雖可加快處理速度 

    但需使用到額外的能源如燃煤、電力等。 

二、慣行農法長期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造成土壤酸化、板結、作物生長不 

    易等問題，為使作物快速吸收到肥份農民習慣使用化學肥料，作物生長不 

    好就是再追加化學肥料，導致土壤的惡性循環，有機肥肥份相較化學肥料 

    肥力較不高且肥份屬長時間慢慢釋放，在相同單位肥份的成本將較之下有 

    機肥的成本也較高，農民經常為了求方便及成本考量下大量使用化學肥 

    料。 

肆、 具體行動服務方案內容 

結合以上兩部分之問題分為兩個部分，透過養殖蚯蚓當媒介，將大量有 

機廢棄物轉換成優質有機肥供農民使用，詳細說明如下： 

一、畜牧場產出有機廢棄物處理端：視該畜牧場之空間現況決定是否可 

在地處理或是集運至養殖場統一做前處理後再透過蚯蚓轉換成優質 

天然有機質肥料，且處理過程中不會產生臭味。 

二、農民使用端：計畫執行階段提供部分農民，使用蚯蚓糞，並教導陪 

伴使用狀況，分為試驗對照組，讓農民親身體驗對照組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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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使用化學肥料也能使作物長得更好，進而改變慣行農業對生態 

的影響。 

伍、實踐步驟、方法 

一、前端處理農業有機廢棄物端 

1.將畜牧業陳年的痛苦-禽畜糞等有機廢棄物收集植入獨特 EM 菌種做前處 

  理發酵。 

2.透過高密度蚯蚓養殖及多樣微生物處理分解有機廢棄物，轉換為蚯蚓糞。 

3.產出優質有機質肥料(蚯蚓糞)，無臭味且對作物不會造成肥傷。 

二、產出物蚯蚓糞推廣使用端 

1.預計找三處農場，提供產出之蚯蚓糞使用，使用過程中陪伴輔導做紀錄觀 

  察其差異性，作為後續推廣之素材。 

2.辦理參訪行程，邀請鄰近農民親自走訪試驗區域之農田觀察期差異性，並 

  教導使用之過程及環境教育觀念。 

3.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1 場：結合參訪行程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陸、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 

1.每月消耗處理有機廢棄物 30 公噸。 

2.每月生產天然優質有機肥-蚯蚓糞 10 公噸。 

3.預計協助 3 家中型畜牧場解決禽畜廢棄物處理不易之問題。 

4.預計使用於農田面積達 3 公頃。 

5.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1 場。 

二、質化效益 

推廣蚯蚓糞之應用，減少化學肥料之使用，進而對地球盡一份心力，也替 

土地復育進一些心力，同時推廣食農教育，強調環境友善式的農耕方式和 

最少化學添加物的在地食材料理。 

藉由參訪及工作坊行程，帶領農民往友善耕作及安全用藥方向轉型，吃無 

毒蔬果不是有錢人的權利，當大部分的農民都使用友善無毒方式耕作時， 

消費者就不須特別花大筆錢就能買到。 

柒、執行期程及經費概算 

一、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於 109 年 6 月 15 日前檢送

「實踐成果」報告至指定單位，並配合參加 109 年 8 月之實踐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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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計畫籌備      

洽談合作畜牧場及

農場 

     

蚯蚓繁殖      

計畫執行      

辦理參訪      

成果報告      

 

二、經費概算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小計 

蚯蚓活體 30,000 0 0 0 0 30,000 

簡易篩分機 20,000 0 0 0 0 20,000 

包裝費 15,000 0 0 0 0 15,000 

運輸費用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0,000 

雜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合計 76,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20,00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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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驗收 

2020第五屆服務利他獎 

服務利他實踐成果報告書 

「創新農業，蟲心開屎」計畫 

  

提案代號：108-A040 

提案組別：社會組 

提案單位：蟲心開屎 楊智凱 

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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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用各自的專長處理有機廢棄物來改善土壤酸化問題

及提升作物生長減少農藥施放，以達到循環經濟之概念。透

過蚯蚓生物性堆肥取代傳統堆肥方式轉換成優質的有機質

肥料，並透過辦理工作坊方式推廣循環經濟、環境教育、食

農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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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農業生產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如畜牧場禽畜糞

便、種植香菇太空包、飲料店茶葉渣、生廚餘等 )，估計台

灣每年產生的生物性農產廢棄物總量達 460 多萬公噸，這些

廢棄物若隨意傾倒、丟棄、燃燒或處理不當，均會對環境造

成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系統，若能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對農

業、環境都能產生正向功能，也成為很有價值的生物資源。

(資料來源：農委會統計) 

禽畜糞等有機堆肥未完全腐熟施用至田間後，會繼續發

酵，造成土壤溫度升高，且易產生有害氣體及物質累積於土

壤當中，造成作物根部的傷害。經過蚯蚓消耗有機廢棄物，

產出完成腐熟,由於處理過程物料完全的腐熟，施到地裏不

會產生二次發酵，不會因發生二次發酵中快速繁殖的微生物

和作物根系爭氧而產生燒根燒苗現象，使用非常安全。 

另為使作物快速吸收到肥份農民習慣使用化學肥料，作

物生長不好就是持續追加化學肥料，有機肥肥份相較化學肥

料肥力較不高且肥份屬長時間慢慢釋放，在相同單位肥份的

成本將較之下有機肥的成本也較高，農民經常為了求方便及

成本考量下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導致土壤的惡性循環。 

本計畫透過蚯蚓生物性堆肥可將大量有機廢棄物在地

轉換成優質有機質肥料-蚯蚓糞，除了可將有機廢棄物有效

處理，並透過推廣蚯蚓糞使用，同時可教育農民轉廢為寶，

促進減少化學肥料及農藥的使用，達到循環經濟。 

 

貳、計畫目標 

一、減少農業有機廢棄物(禽畜糞便、種植香菇太空包、 

    生廚餘等)亂排放或亂焚燒造成環境汙染。 

二、  透過蚯蚓生物性堆肥將有機廢棄物在地處理，減少

運送廢棄物過程中產生之碳足跡。 

三、  將有機廢棄物轉換之蚯蚓糞推廣應用，使慣型農法

之農民減少化學農藥化學肥料之使用。 

四、  間接延長掩埋場使用年限及大量減低焚化爐的燃料

成本，亦可節省環保單位大量人力、物力及運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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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叁、計畫內容 

    一、計畫項目：處理畜牧場禽畜糞便，轉換成較有效益之副產物 

                  -蚯蚓糞。 

        (一)計畫內容：畜牧場每天製造許多禽畜糞便，在農村也產 

                      出許多農業有機廢棄物如果皮及菜葉，傳統 

                      處理方式為堆肥需長久時間及空間，大多被 

                      亂棄置或排放至河川造成環境二次汙染，建 

                      立示範場域提供畜牧業者及農民較完善的 

                      示範處理方式。 

         (二)策略：透過養殖蚯蚓生物性處理方式快速將有機廢棄 

                    物，轉換成優質的有機質肥料-蚯蚓糞，處理 

                    過程中相較傳統堆肥無臭味產出物也無臭 

                    味，且轉換之蚯蚓糞可再利用於農田供農作物 

                    種植使用。 

         (三)執行方法： 

             1.由計畫團隊向鄰近農民承租閒置空間建置示範場 

               域，使用材料為蚯蚓活體，此場域供示範參訪，提 

               供畜牧場創新的處理方式。 

             2.將畜牧業陳年的痛苦-禽畜糞等有機廢棄物收集植 

               入獨特 EM 菌種做前處理發酵。 

             3.透過高密度蚯蚓養殖及多樣微生物處理分解有機廢 

               棄物，轉換為蚯蚓糞。 

             4.產出優質有機質肥料(蚯蚓糞)，無臭味且對作物不 

               會造成肥傷。 

             5.使用材料如下：蚯蚓活體、密林盒、灑水裝置、飼 

               養基底、簡易篩分裝置、廢棄物運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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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廢棄物進場&前置發酵堆肥 

圖說：禽畜糞便委託合作農民協 

      助運送 

 

 

 

 

 

 

 

 

 

 

圖說：由推土機將禽畜糞便移至 

      堆肥區做前處理發酵 

 

 

 

 

 

 

 

 

 

 

圖說：前處理堆肥區 

 

 

 

 

 

 

 

 

 

 

圖說：半發酵之禽畜糞便 

  



22 
 

  

 

社區飲料店茶葉渣進場再利用 

 

 

 

 

 

 

 

 

 

 

圖說：飲料店之茶葉渣 

 

 

 

 

 

 

 

 

 

 

圖說：半發酵之茶葉渣 

飼養蚯蚓處理有機廢棄物過程 

圖說：蚯蚓飼養環境 圖說：蚯蚓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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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篩分後之蚯蚓糞 

 

 

 

 

 

 

 

 

 

 

圖說：篩分後之蚯蚓糞 

 

二、計畫項目：推廣使用，減少化學肥料化學農藥使用 

(一)計畫內容：創新多樣的模式使青農回流，藉由合作之示

範農場，利用計畫一之場域處理農村有機廢

棄物，並將其轉產出優質有機質肥料-蚯蚓

糞運用回農田，使這些原本被棄置的有機廢

棄物可有效再利用。 

(二)策略：蚯蚓糞相較於市售化學肥料及有機肥對於種植農

作物有較高之效益，推廣蚯蚓糞運用回農田做試

驗對照組供農民參考，藉以減少化學肥料及農藥

之使用，同時可使作物生長健康、減少用藥、提

升產量的效益，這些是市售化學肥料無法達到的 

          ，同時達到處理掉有機廢棄物並提升農作效益雙 

          贏的結果。 

(三)執行方法： 

          1.將計畫一之場域轉之蚯蚓糞，種植農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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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對照組。 

                  2.與青年農民配合直接於農田做試驗對照組，推 

                    廣使用蚯蚓當媒介轉廢為寶的理念及效益。 

                  3.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4.與社區合作推廣 

 

使用蚯蚓糞運用至農田 

 

 

 

 

 

 

 

 

 

 

圖說：使用蚯蚓糞之火龍果田 

 

 

 

 

 

 

 

 

 

 

圖說：使用蚯蚓糞之木瓜田 

 

 

 

 

 

 

 

 

 

圖說：使用蚯蚓糞之黃金果田 

 

 

 

 

 

 

 

 

 

 

 

 

 

 

 

 

 

圖說：蚯蚓糞幫助黃金果生長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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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使用蚯蚓糞之鳳梨田 

 

 

 

 

 

 

 

 

 

 

圖說：東石高中使用蚯蚓糞至校 

      園植栽 

將蚯蚓糞應用於東石高中校園植栽 

  

 

 

 

 

 

 

 

 

 

圖說：使用蚯蚓糞前之校園菩提樹 

 

 

 

 

 

 

 

 

 

 

 

圖說：使用蚯蚓糞後之校園菩提 

      樹 

於社區生廚餘堆肥區做試驗對照組 

 

 

 

 

 

 

 

 

圖說：社區生廚餘堆肥區 

 

 

 

 

 

 

 

 

圖說：左桶使用外購菌種發酵堆

肥，右桶為使用蚯蚓糞發酵生廚

餘，右桶已開始發酵左桶僅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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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場結合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肆、計畫成果效益 

一、量化效益 

1.每月透過蚯蚓生物性堆肥在地處理鄰近畜牧場 3 場之禽畜 

糞有機廢棄物約 30 公噸，計畫期程共約處理 180 公噸。 

2.使用農田面積達 3.2 公頃。 

3.與農場配合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1 場。 

二、質化效益 

1.使農業有機廢棄物在地處理，減少運送過程中之碳排

放。 

2.推廣蚯蚓糞之應用，減少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之使用 

，進而對地球盡一份心力，也替土地復育進一些心 

力。同時推廣食農教育，強調環境友善式的農耕方式 

和最少化學添加物的在地食材料理。  

3.導入新的再利用模式，將廢棄物轉廢為寶，轉換之蚯 

  蚓糞可促進作物生長並間接增加農民收益，促使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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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 

三、其他 

1.指導嘉義家職學生參加專題競賽 2 場。 

  (1) 2020 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健康與創意生活類 

      組-特別獎。 

       (2) 2020 第四屆 CUTe 企管盃競賽-特優 

 

 

 

      2.協助嘉義市頂庄社區社規師環境改造計畫提案 1 案。 

圖說：頂庄社區堆肥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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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社規師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規劃圖 

 

3.媒體露出 1 則：於 109 年 6 月 15 日刊登於伊甸基金會「伊甸園」 

                季刊 

                伊甸基金會部落格網址：https://bit.ly/2XvyGP5 

 

 

 

 

 

 

 

 

 

 

 

 

 

 

 

 

 

 

伍、未來發展方向 

一、持續與畜牧場及農民推廣處理方式，增加合作對象。 

茶葉下貨區 

(茶葉渣) 

生物性堆肥區戶外架 導覽解說牌 堆肥成效示範種植

區木箱 

半發酵區 

https://bit.ly/2XvyG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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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社區及學校合作以環境教育模式推廣生廚餘再利用方式，

透過教育傳遞循環經濟之理念，並透過工作坊讓學員重視剩

食問題。 

三、尋找合作行銷通路，將廢棄物轉換之蚯蚓糞推廣販售給農民 

    使用，促使達到經濟循環，並以社會企業為發展目標。 

四、透過教育將觀念傳遞到每個利害關係人上，以聯合國永續發 

    展 SDGs17 項為發展目標 

1.畜牧場禽畜糞有機廢棄物有適當的方式處理，不會造成環 

  境二次汙染 

2.社區是以人為本的聚集地，透過社區來教育民眾環境教育 

  、剩食等議題 

3.農民透過轉換出的蚯蚓糞提供非化學的資材，又可使作物 

  生長更健康，也提供更安心健康的食材供消費者食用 

4.永續的循環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在地的人力，促使青年 

  返鄉 

 

 

 

 

小結：個人觀點看來，一個組織的健全發展不應完全依靠補助，應朝著自負盈虧 

方向前進，而不是拿比賽獎金或是補助案辦理「一次性活動」，「一次性活 

動」就像放煙火「咻~蹦!」，應該思考的是如果明天天沒有了補助，組織 

要如何持續做下去，達到一個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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