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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長久以來，

農夫對自然環境的變化總是多了一分細膩的觀察，

因為所有農作的生息都得倚賴大地，敏銳的觀察，

就成了農夫們非常獨到而有趣的農事記錄。

大自然的觀察，有跡可尋！

農事 ◎ 吳文旭（永旭農園主人）

　　三月天裡，大家都在談論著今年可能面臨的

缺水危機，原因是驚蟄節氣過了這麼久，怎麼都

還沒聽到雷聲呢! 5月1日晚上第一道閃電及第一

聲雷終於報到，整整晚了55天。

  關於「驚蟄」

　　國曆三月五日或六日，春雷響起，冬眠的蟲

都甦醒而開始活動，叫做驚蟄。這個時候，正是

農夫們忙著插秧的時節。在民間的傳說裡，關於

驚蟄的說法有三： 

1   據說如果在驚蟄之前，就雷聲隆隆不斷的

話，那這一年的雨水將會特別多。如果在

這個節氣前就發生打雷的現象，表示可能會

出現雨水連綿的異常天氣，而且容易發生

災害，所以才有農諺「未到驚蟄雷先叫，

四十九日暗天打」的說法。

2   如果今年的第一聲春雷在驚蟄當天響起的

話，那今年不管種什麼都會豐收。 

3   最壞的情況是，如果驚蟄過了好多天，都沒

有聽到春雷響起，那今年就會缺雨水而收成

不佳了。

  老祖宗的智慧法則

　　老祖宗的智慧「農民曆」，一直是我們農事

上陪伴的另一個操作工具書參考。這二十四個節

氣可不是隨便訂下的，一定有它的重要性與真實

性。即使是現在的當下，環境已經受到了污染改

變，但是農民曆上所代表的每一個農事動作都是

參考的最佳指標。

  農夫的自然觀察

　　大自然裡的氣候變遷，在我們從事

農事的這一塊領域，也經常碰到了許許多多

的奧妙之處。從這幾年來與動植物

們學習的觀察角度上，稍稍學習到

一些敏銳的氣候訊息。

921大地震來臨前，果園附近平常就有的

蟲鳴鳥叫聲忽然間都銷聲匿跡了。整個森

林變得好安靜，隔沒幾天就發生了集集大地震。

蘇澳淹大水之前，農家就發現螞蟻們舉

家大搬遷，往高處移動，好讓螞蟻窩避

免淹水的敏感反應力。

最常陪伴我們的好伙伴，山羌，每次牠們

的叫聲都能斷定是要晴天或是要下雨了。

當山羌在大晴天鳴叫時，不到三天內就會下雨，

但若是在下雨時叫，隔天天氣就會開始好轉了。

若有颱風會來的年份，在年初觀看「颱

風草」和「蜂窩」的構造呈現位置，都

可觀察出可能發生的端倪。

（以上的自然事件，農夫我認真地跟中央氣象局

交換過意見，可是他們說只相信數據，這些只做

做參考就好，心裡當下有些許的不平衡！但為了

昭公信，看數據說話才能有所依據。）

  農事準備動作的參考指標

　　這些自然界的動植物反應，一直都是我們農

園所有農事準備動作的參考指標。凡事多一些敏

感度，皆能把傷害降到最低；對作物們提早做好

防護動作，或許就能降低災害的損失。

　　去年的觀察是虎頭蜂窩高高的掛在樹梢上，

颱風只輕輕的過境。今年的年初已經在農家的屋

簷下，發現到一個虎頭蜂的築巢，內心裡不免又

會有些擔心，是否會有颱風的侵害？接下來的期

待與觀察可能又是另一次的觀察紀錄呈現。

  蘋果開花的微氣候
颱風草的葉片皺褶
　　一般看整片葉子的生長方向，向著哪一邊

的葉片上出現皺褶，這是入侵的方位。從葉頭

看到葉尾，用

葉子的生長長

度平均換算成

12個月份，皺

褶線出現的位

置，就可判斷

颱風侵害的月

份。

胡蜂或虎頭蜂蜂窩的築巢
　　這些蜂類築巢的位置，在樹梢、或是在屋

簷、或土裡面。屋簷下或屋內的表相，風雨可

能會很大；築在土裡的蜂窩的表相是乾旱年的

象徵。今年初就已經看到兩個表相，一個是築

在屋簷下，一個是築在土裡。

　　四月天，南風若起，溫度就會開始慢慢的加

溫了，農事上的工作也會更加的忙碌。這南風所

扮演的角色可是植物們重要的生長反應指標。

　　南風若吹起，對於正在開花的蘋果樹，可是

要特別的留意及觀察。因為南風一上來，溫度都

會是高溫的熱風，會使得正在開花的蘋果花胚房

柱頭黏液被烤乾，沒辦法正常授粉，造成結果不

良。在不用其他賀爾蒙及催花劑的輔助前提下，

果園裡的草生栽培，在這時就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了。因為此時的草相，對於正在開的蘋果花具有

很好的保濕作用，讓柱頭保持濕潤(開花的好條

件—溫度和濕度)，能使結果率提高許多。

　　微氣候的觀察，很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是

農事記錄上非常有趣而微妙的經驗法則。

觀察

1

觀察

2

觀察

3

觀察

4

蜂窩的位置，是蜜蜂對環境
的敏銳反應。

颱風草是「粽葉狗尾草」的
俗稱。

蘋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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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中藥材與中醫食療是兩個直接關連的

重點。一般人習慣將中藥材入菜來補身，也一併兼顧了

養生。

　　只是目前市面上的中藥材在加工處理的過程，常會衍生薰

硫、農藥、重金屬、防腐劑、染色、假貨的疑慮，用來補身的

中藥材的來源及安全堪慮，更讓許多人在選購中藥材的時候產

生「該不該買？」、「哪裡買？」、「會不會愈補愈糟？」等

諸多疑問。

　　事實上，目前在市面上已經開始流通的有機中藥材，選擇

了大宗需求的產品如枸杞、紅棗、黃耆、人參鬚、當歸、蓮

子、決明子、南、北杏等，便於民眾的採購。雖然普及度並不

高，還在起步階段，但以國人對中藥材品質的需求看來，仍有

很大的推廣空間。同時在未來的中藥材開發，除了引進天然有

機中藥材之外，開發食補藥膳配方、提供食品加工廠原料、配

合中醫師、中藥商共同推動，希望可以將有機中藥材的基礎漸

形穩固，逐步在消費市場產生健康、安全的影響力。

　　至於中醫食療的觀點，養生就是讓身體在大部分時間的五

行處於平衡的狀態，或是疾病未發生前做些調節，讓人免於生

病。五行（火木土金水）對應五臟（心肝脾肺腎），臟腑的保

養自有其獨到之處。

         練就十八般武藝的學習

　　因為完全外行轉入農業，並且是當時方興未

艾的有機農業，我們以外包生產模式進駐朋友

位於新屋鄉的九斗有機農場開始接觸學習，接

管120棟溫室及3甲裸地。當時只看得懂園裡的

三種蔬菜—空心菜、莧菜及地瓜葉，其他一概不

知。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有機學習，每天早上5點

一直工作到下午6點。因為沒人可問，所以坊間

只要跟有機農作有關的書籍幾乎

都買回來照書操作。種植忌避

作物，自製辣椒水⋯⋯所有介

紹的方法都拿來嘗試，但是效

果不彰。有一回預計在隔天

一早採收的1棟溫室栽培芥蘭

菜，到了早上5點要採收時，

只剩下梗，葉子都沒了。

經過半年結算，夫妻

倆平均1個月的收入，

扣掉其他工人的工資，只剩下13000元（在務農以

前夫妻二人的月收入是50萬）。當下決定再做1個

月，如果還是沒有改善，就不幹了。                                                             

　　人家說「傻人有傻福」，那時剛好大園鄉種

植蔬菜很有名的華豐農場~湯嘉風先生到農場參

觀，告訴我們說:「年輕人啊，怎麼亂澆水，難怪

都長草不長菜。」當時我們就如被蘋果打到頭頓

悟了許多觀念。自從認識湯先生以後，每當發現

問題，夫妻倆便在收工後驅車前往大園鄉請益，

經過湯先生的教導，2個月後收入便由1個月1萬3

變成40萬，讓我們對農業更有信心。

　　與九斗有機農場的契作合約結束之後，為了

學習種青椒技術， 跑到新竹縣五峰鄉竹林村青椒

產區，半年承租3分地種植1萬棵的青椒。當時我們

只為了學習如何整枝、採果技術，整個山頭的人

聽說有2隻菜鳥要用有機方法來種植青椒，都跑來

看熱鬧。他們說有時候連用農藥也沒得收，更何

況不用農藥，告誡我們這樣做是會沒有收成的。

那年剛好碰上1個月內3個颱風來襲，山下收青椒的

盤商，嘲笑山頭上的人說：「你們老前輩很丟臉

的啦，那2隻菜鳥每天都有20箱青椒來賣我，你們

半箱都沒有。」於是整個山頭的人又都跑來看我

們，向我們問為什麼青椒植株都沒受損？

　　關鍵就在我們以有機栽培，使用的是有機

肥料，有機肥屬於慢性肥料，要慢慢讓它的根

向下吸收，所以它的根系是很旺盛、很扎

實的。

     找一塊合適的田地

　　也曾為了探求一塊有機耕地跑到桃園復興鄉

的哈夏灣、海拔1600公尺去種植有機蔬菜，但因

那年很冷，溫度只有3度，蔬菜都凍傷了。之後又

跑到海拔1000公尺的地方種菜，夏天那裡的萵苣

沒有蟲害、而且長得很好，可是有機肥很重載上

◎ 劉又菱（大蕓有機蔬菜農場經營者）

◎ 曾淑莉 整理

◎ 陳如舜

特別企畫

自家講座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這年頭，職場環境變化之大，沒有人說得準哪天就被老闆給炒魷魚了。有人為了尋找一份到

80歲都不必退休的工作，選擇種菜來圓夢。甘苦走來，卻一路堅持，對他們來說，這份工作

看似容易，卻也一路顛簸…且讓大蕓有機蔬菜農場的劉又菱紀錄他們的不老有機菜園。

山、蔬菜很輕要載

下山，結算之後還

是虧大錢。

　　因為當時自己

沒有土地、資金，

連續承包過幾個大

農場做有機專業契

作。這樣經歷10年

的專業代工，累積

足夠的經驗，最後選擇龍潭與關西交接處開拓屬

於自己的農場－大蕓有機蔬菜農場。為何會在龍

潭買地落腳?因為它是旱地沒有休耕補助，承租較

容易、耕作面積就可以很大，可以多樣性生產。

同時農場距離台北消費市場運輸只要40分鐘，蔬

菜的品質也將是最好的。

　　目前農場種植面積8.8公頃（溫室1.6公頃、露

地7.2公頃），全年栽培作物品項約110種，採多品

項生產、每日約2000包，銷售對象以有機店、有

機超市及高級餐廳為訴求，銷售據點全省約

150處。

我們的有機蔬菜園管理

1  經營企業化

2  機械化作業

3  降低生產成本

　  自製有機堆肥、培養工作雞、自行育苗、

農場栽培工作採論件計酬。

4  產品精緻化

　  蔬菜採收後半小時內送進冰箱內降溫，再到

18℃的包裝室包裝，出貨採取全程冷藏運

送。   

　　「瓠仔」就是扁蒲，俗稱葫蘆瓜。因

果實外觀像醉八仙所攜帶的酒壺，又叫

「壺蘆」。如果不是農家子弟，一般家庭

小孩會以為棚架上的果蔬都一樣，常分不

清「瓠仔」和「菜瓜」，所以有「種瓠仔

生菜瓜」的笑話。

　　葫蘆瓜是一種容易栽培的藤生果菜。

農家常在庭院前的空地，搭立棚架，挖穴

種植。只要下肥、勤灌溉，不久即可藤葉

茂盛，成為綠葉白花、果實纍纍的最佳乘

涼、談天、喝茶的聚會場所。

　　「食瓠仔、無留種」是指葫蘆瓜全部

採集煮食，沒有留下種子，將造成絕後

的危機，以後再沒有葫蘆瓜可食了。寓意

為眼見短視，只顧眼前利，而不為將來設

想，和「竭澤而魚」的意思是一樣的。

「食瓠仔、無留種」涵蓋意義很廣：

1  個人方面指的是不要賺多少、花多少，

手邊毫無積蓄。

2  人類為了生活上的便利而大肆發展工

業，無視於環境保護的前提，製造了污

染，破壞了生態，毀了生存的環境；濫伐

森林，濫捕動物，細網捕魚，大小魚趕盡

殺絕。要切記「食瓠仔、無留種子」的警

示意涵，不要因眼前的享受而禍延後代。

　　這句話是個比喻的說法，實際上

棚架上總會留下三兩顆硬殼老葫

蘆瓜，採後曬乾做廚房用水

瓢（葫蘆瓢），剖開時

即有成熟種子點播用，

不怕絕種。

中醫學的經典【黃帝內經】第22、70、77篇記載：「凡欲診病，必問飲食。治病必

求其本，藥以祛之，食以隨之。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蔬為充，氣

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一個人的飲食，足以主導個人體質與健康，這也是中醫師在診間問診必先

瞭解的第一步。隨著現代科學和醫學的進步，蔬果所蘊藏的養生和治病成分，一一被發現，印證古代食

療經驗的正確性，並且擴充更多療病的訊息。 

有機中藥材
中醫食療的飲食觀

蔬果養生
種類 療效 注意

青花
椰菜

●     

抗癌十大排行榜：尤其肺癌，可提升解毒活性，分解
致癌物。

●     

預防消化道潰瘍：含維他命U和K。

●     

治療小腿抽筋：吃一週以上效果明確。

與肉類或排骨一起煮湯，療效最佳。

紅杏
（莧）
菜

●     

最佳補血蔬菜：含鐵量是菠菜2倍。

●     

最佳補鈣蔬菜：大量鈣質幫助小孩發育，促進骨折癒
合。

●     

退虛火：杏菜治陰虛火旺。

杏菜性偏寒，虛寒者少吃，或改用紅杏菜。

地瓜葉

●    

最佳抗癌蔬菜

●     

高血脂：莖葉白色乳汁可降低血脂肪。

●     

淨化血液、預防癌症：極高量的葉綠素。

●     

素食者最佳蛋白質補充：蛋白質比地瓜還多。

完全沒有副作用。

黑豆

●     

降血脂：含有皂苷可降血脂，預防血管硬化。

●     

抗老化：降低體內自由基產生。

●     

補腎、解毒：急慢性腎炎、水腫、疔瘡。

●     

黑豆沒有任何副作用，宜作成黑豆漿常食。

●     

感冒大流行期間多食可預防感冒。

蘋果

●     

治療膽結石：蘋果汁可以將膽結石變小。

●     

改善排便：水溶性果膠可幫助腸內好菌繁殖，並吸附
毒素。

不宜多吃以免腸胃脹氣，火氣大者勿多食。

番茄

●     

抗癌：攝護腺癌、肺癌、胃癌。

●     

預防心血管疾病：茄紅素抗氧化力強，降低壞的膽固
醇（LDL）。

●     

性寒

●     

綠番茄有輕微毒性，越紅的番茄越好。

●     

與肉類一起燉熟療效更佳，生食不宜過多。

奇異果

●     

抗癌：胃癌、子宮頸癌、鼻咽癌、肺癌、乳癌。

●     

降低膽固醇：纖維含量高。

●     

幫助消化：蛋白質分解酵素，能幫助肉類消化。
性寒，脾胃虛者注意。

櫻桃

●     

補血：含鐵量最高，也可預防指甲、毛髮脫落。

●     

美容聖品：營養非常豐富。
性溫熱，火氣大者不宜多食，尤其小孩。

五臟（心、肝、脾、肺、腎）的保養

食瓠仔，無留種

台灣諺語

    讓有機普及的願景

　　從農以後，一直有一個目標，就是

如何讓有機農產品普及，讓農業可以

是永續經營。以現在台灣的有機消費族

群來說，大多數是屬於游離客戶，選擇

性購買有機農產品。因為這樣的消費市

場，有機無法大量生產，有機農民就無

法降低成本，農民的利益就會因成本過

高、收益相對薄弱，更有可能血本無歸，進而無

法永續經營。

　　現階段有機農產品要到達消費者手中，需要

經過層層盤商，轉運、配送、販售，零售單價居

高不下，造成有機農產品無法普及，需要健康的

人無法長期食用。 

　　我們的作法是採取產地直銷、結合周邊農場

共同運銷降低成本、宅配到府，讓更多人能享用

更為便利而合理的產品供應、長期支持有機農產

品。建造和諧

健康的人瑞城

市，可說是我

們這群愛護土

地的農夫們執

迷不悔的不老

傳奇。

不老的有機菜園

      我想種菜的原因

　　務農之前，我從事保險經紀人的工作。先生

承接世代經營的重機械土木承包業，閒暇之餘，

就非常喜愛在家中田裡種菜。有一回種了一萬多

棵的高麗菜，一粒粒長得又大又漂亮。那時市場

價格很高，應該會有很好的收益。有一天回家時

發現田裡的高麗菜都被打碎做肥料了！原來是公

公怕工作收入不錯的夫妻倆，因為這回高麗菜賺

到錢會一頭栽下去種菜，進

而採取阻撓的手段。在公公

的觀念裡，務農是一條辛

苦、得不到回報的路。但夫

妻倆的志願是當農夫，因為

它是一份可以工作到80歲都

不必退休的差事。因緣際會

下，在28歲那年改行從事有

機農業，剛種菜的前3年公

公都不跟我們說話。

國內中藥材進口排行榜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品名 枸杞 紅棗 人參 黃耆 當歸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統計資料

與

 避免大吃大喝、暴飲暴食

  　 ●   人一狂喜，心氣散，加上大吃大喝，胃
氣不足，調用到心氣，心氣弱之人易引

發心臟病。

  　 ●   心胃相通：胃的保養間接保養到心臟。
 避免便秘

 　 中醫認為：大腸和肺為表裏，心臟問題
和便秘是正相關。

 深度睡眠

 　 深度睡眠，就能讓心腎之氣相交，睡不
穩和多夢表心腎不交。

  情志保持愉快，長期抑鬱造成肝氣不得

宣洩，易造成肝鬱。

  適度休息，避免過勞傷肝。

  避免熬夜、喝酒、抽煙。

  注意飲食，除要吃乾淨不受污染的食物

外，多菜少肉，不要亂服藥物。

  肝要好，先要把脾胃和腎顧好。

 深呼吸：練習腹式呼吸法。

 四季養身避免暑傷及流感

  冬傷於寒、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

於濕。

  上午三時到五時要熟睡，此時為肺經在

重新分配氣血的時間，氣血不足之人，

忌此時劇烈運動。

 鮮魚、海參

 蘋果、莧菜

 豆類和豆製品

 動物內臟和豬瘦肉

  母乳（所以小朋友餵母乳以固先天之本

是非常好的）。

  堅果類：如核桃、花生、腰果（注意新

鮮、保存、避免黃麴毒素的產生）。

 雜糧：大麥、小麥、黑芝麻。

 好好吃飯

  　 ●   吃溫熱的早餐養護胃氣。現代人早上
喝冰牛奶、吃三明治、喝很多冷飲，

造成腸胃偏寒。

  　 ●   早餐二小時內，不喝冰冷飲料，以免
胃寒。

  　 ●   三餐定時：早上吃好、中午吃飽、晚
上吃少。

  　 ●   宵夜不可取：晚餐少吃，睡前三小時
不吃東西，空腹入睡，不但可以健

脾，更是護肝要方。

 好好睡覺

  　 ●   晚上精神心情要放鬆，一方面幫助入
睡，一方面讓腸胃能力活躍。儘量不

要從事需高度專注力的活動。

  　 ●   晚上十點多就上床睡覺。
  　 ●   不生氣，多運動。

心臟養生

養脾健胃

肺的保養

益腎食物

玉米田

設施裡的雞鵝幫忙除蟲

肝臟保養

多樣化的生產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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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胖胖的外型和蘋果非常相似，大小約為蘋

果的四倍，嘗起來帶有甜味。在吳班長的栽培

照顧之下，甜度維持在3到7度之間，這對苦瓜來

說，可是非常不容易。蘋果苦瓜推出上市之後，

便經常供不應求。消費者對蘋果苦瓜清脆、汁

多、味甜的口感，可說是讚不絕口，即使在盛產

期間，產品價格高於一般白玉苦瓜的好多倍，仍

然暢銷。

　　吳秋榮班長在2007年榮獲十大經典神農獎模

範農民，這樣的殊榮，正是吳班長致力於苦瓜品

種培育、栽培技術改良與創新的最佳獎勵。此

外，吳秋榮班長為了讓消費者吃得更安心與放

心，這幾年已將部分慣行栽培成功轉型為有機栽

培。為了達成有機栽培的目標，吳班長運用了以

下幾個生物防治的管理方法：

　　又到了綠竹筍盛產的季節，此次基金會特別規劃

「一日採筍體驗活動」，讓您有機會進一步認識綠竹筍

與接觸大自然，並藉著寓教於樂的方式，體驗農村生

活。內容除了介紹綠竹筍的栽培知識、預冷保鮮流程，

現場還有採筍體驗、品嘗竹筍料理及脆筍DIY等。歡迎

對活動內容有興趣，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班長姓名：吳秋榮

訂購電話： (05)584-6686、   
0918-205-386

傳　　真：(05)584-6186
部  落 格：www.wretch.cc/blog/hdli2008
電子信箱：hdli2008@yahoo.com.tw
產品種類：蘋果苦瓜、白玉苦瓜、山苦瓜

包裝規格： 禮 盒／1盒650元(不含運費)，1次購
買2盒(含)以上，免運費。

　　　　　 箱 裝／每公斤120元，1次購買10公
斤(含)以上者，免運費。

中文別名： 錦荔枝、 
癩瓜、涼瓜

英文名稱：  Balsam Pear、
Bitter Gourd

學　　名：Momordica charantia L.
原 產  地： 亞洲熱帶地區，台灣一年四季皆可

見，盛產期為5月至10月，主要產地
分佈在台中、彰化、雲林、高雄及

屏東等縣。

營養成分： 每百公克18卡（低熱量），維生素
A、B、C、菸鹼素、鉀⋯等。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學員於基金會集合、出發

08:30～09:00 至士林綠竹筍達人張盛玄園區 

09:00～09:30 介紹綠竹筍栽培技術與知識

09:30～11:00 前往綠竹筍園區說明與採筍體驗

11:00～11:30 介紹綠竹筍預冷與保鮮方法

11:30～13:30
綠竹筍料理示範、午餐及午間休息
（午餐提供油飯、綠竹筍湯、綠竹筍示
範料理等）

13:30～15:30 學員分組、脆筍DIY

15:30～ 賦歸

▲

活動費用：每人次750元。（含車資、午餐、旅平險及脆筍DIY等）

▲

報名電話：請於辦公時間洽詢，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02-2394-5029   吳敏芳或許鈴蘭小姐

▲

報名方式：

1. 活動預定辦理四梯次，每梯次40人，未滿30人將取消或合併梯次。

2. 欲參加者，請先以電話確認、報名→三天內，將填妥報名表、劃撥收據傳真至2394-2591。

3. 報名繳費後，概不受理退費；活動通知單於活動前一週寄出。

仲夏
採筍行

雲林縣西螺蔬菜產銷班第85班

桃源自然農場

蘋果苦瓜

「仲夏採筍行」活動報名表
姓名 會員編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日）
（手機）

膳    食  葷     素

通訊地址或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或電子信箱；請擇一填寫，郵寄活動通知）

    

參加梯次

  第一梯次 100年 6月28日（星期二）

  第二梯次 100年 6月30日（星期四）

  第三梯次 100年 7月06日（星期三）

  第四梯次 100年 7月07日（星期四）

郵政劃撥：19454231  
戶　　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郵政劃撥收據黏貼處）

B

a
m b o o  s h o o t

活 快動 訊

1   在蘋果苦瓜園養殖蜜蜂幫忙授粉，及引進

綠繡眼、麻雀等小型鳥類防治蟲害。

2   利用黑殭菌、輪枝菌⋯等微生物製劑來防

治病害。

3   施用有機肥料、枯草桿菌和溶磷菌⋯等來

照顧土壤、克服苦瓜栽培的連作障礙。

4   在苦瓜網室內的四周開闢出一條條小水

溝，溝內放養孔雀魚，利用孔雀魚來監測

周遭環境有無被污染的狀況。

　　在調整栽培管理方式之後，成功取得「中華

有機農業協會（COAA）」驗證資格，成為有機

栽培的苦瓜農場。吳班長因長期體認農民吃苦耐

勞、勤奮耕耘的用心，因此以「紅斗笠」作為該

班的商標品牌行銷上市。

品名 
580ml

鳳梨醋 檸檬醋 糙米醋
番茄
酵素

柑桔
酵素

鳳梨
酵素

桑椹
酵素

梅子
酵素

糙米
酵素

龍眼
蜂蜜
700cc

價格 350元 350元 250元 500元 500元 600元 600元 600元 850元 360元

宅配注意事項

1. 宅配需求：需購滿2瓶以上才配送，2500元以上免運費。

2. 訂購期間：100年7月至12月底。

3. 訂購方式：請以傳真或E-mail下單。

    註明收件人姓名、送貨地址、聯絡電話或手機、送貨時間（上午、下午、晚上）、產品品名與數量。

4. 貨款方式：宅配代收貨款

5. 服務專線：05-254-1550   傳真：05-254-3550　E-mail：a0060066@yahoo.com.tw

　　您吃過不苦而且還有點甜味的苦瓜嗎？台灣

的農業技術真的是舉世聞名，現在聽到苦瓜不苦

已經不算稀奇了，但是如果能嘗到有甜味的苦瓜

就非常特殊嘍！ 

　　在雲林西螺鎮住著一位栽培苦瓜的達人－西

螺蔬菜產銷班第85班的吳秋榮班長。吳秋榮班長

擁有長達30多年苦瓜栽培的經驗，在這30多載的

漫長研究試驗中，先後利用「南瓜」和「絲瓜」

來嫁接苦瓜，強化苦瓜的生長勢以抵抗病蟲害的

侵襲；搭建錏管以隧道方式栽培苦瓜；之後再搭

建更高的溫網室把隧道式的苦瓜棚罩住。在這重

重防護措施的耕耘之下，

終於成功培育出山苦瓜與

白玉苦瓜的雜交品系－

「蘋果苦瓜」。

　　為什麼叫蘋果苦瓜？

除了保留苦瓜原本凹凸不

平的皺褶外，外觀大小就

非常不同了，因為有著圓

苦瓜小檔案

◎ 林宗慶

當令嘗鮮

▲苦瓜禮盒包裝

▲蘋果苦瓜
▲白玉苦瓜

苦瓜棚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