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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早安模式

七月下旬早晨四點半不到，天色仍暗著，坪林街

上唯一亮著的店家是便利商店，大家都還在沉睡中。

有機茶葉產銷班的兩個班長習慣摸黑早起，開著車子

來到制高點，準備迎接一天的晨曦。遠眺連綿的山巒

一路延伸至宜蘭，據說有十八摺，恰似一幅山水潑墨

畫；凝望矇矇暗夜裡，在日頭即將升起之處，微微的

紅光透了出來，天色漸開。

約莫5點，火紅的日頭探了頭，光芒發散得越來

越炙烈，三分之一、過半、四分之三，整個彈跳出

來，速度很快，讓人目不轉睛，但太陽光線卻直視得

刺眼，此起彼落的喀擦快門，原來山頭並不寂寞，許

多人都為了看日出而來。這一幕並非即興而是常態，

捕捉早晨的第一道光芒及變化萬千的雲海，成了坪林

的早安模式，很美，絕美的日常。

 這裡的茶事

山環水繞、溪谷交錯、海拔160-1100公尺的坪

林，是個美麗的茶鄉聚落，因為位於翡翠水庫的上

游，水土保持與農事行為攸關大台北地區的民生用

水，所以特別受到重視。坪林地區約有八成的居民

都種茶，成立了8個茶葉產銷班，從2009年開始，因

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的淨源計畫，開始鼓勵茶

農轉作有機，目前有2個有機茶葉產銷班（計30位班

員），耕作面積卻還不到全區茶作面積3%。文山包種

茶是坪林的主力，近年來紅茶、東方美人茶及白茶也

陸續顯現出可觀的產量。

在我看來，坪林的兩個產銷班班長其實都是懂得

生活、體現生命的茶農，觀日出，拍茶園，捕捉靈動

的動植物，也讓外

人跟著雲海及農事

感受坪林的精彩動

態。這是一種有溫

度的對話，透過畫

面，坪林的山光水

色溢於言表，純淨的山

景，總有一抹清新可人的氣息，特別是站在有機茶園

上，光著腳丫子，踩在鬆軟的土地上，接收一早來自

土地的地氣，就覺得自己與這片茶園的關係更深更明

確。以身作則的班長，試圖也帶起班員更具深度的土

地認同。

 先做產品分級及訂價

台灣的優良茶有比賽茶的機制，春茶及冬茶是兩

個主要的季節茶品，每年透過比賽茶評選出來的特等

茶，1斤（600公克）茶少則上萬至數十萬的天價，這

是許多茶農熱衷參賽的原因，即使是鳳毛麟角，也要

在比賽茶上一較高下。但是比賽茶有諸多辦理上的成

本，包括繳交茶樣、分裝人力、專用包裝資材開發、

專業評審、公開頒獎與展售⋯等，每個環節都需要動

用到一定的人力與物力成本，所以沒有足夠的報名點

數，絕對是無法辦得起來。

有機茶因為產量少，

遲遲沒有所謂的比賽茶，這

當然也是成本上的考量。透

過今年四月份的年度執行方

案座談，我們決定不計成本

以坪林地區兩個有機茶葉產

銷班為對象，試辦有機茶葉

分級評選及訂價，強化在地

有機製茶技術，創造後續行

銷的商品價值。藉此讓所有

班員持續有機耕作而有穩定

的收益，也希望能夠從經濟

層面推升的行銷企劃，讓坪

林的有機茶產業能夠活躍起

來。

 專用包裝資材的設計開發

評選後的茶葉需要有一個可供識別的

專用包裝，這是比照比賽茶的做法，也是

市場區隔的考量。所以我們也進行專用內袋、茶罐、

分級罐貼的設計與開發，同時因為分級價位所衍生單

一包裝的可被消費單價，包裝規格以75公克為主。經

過公開的評審品評之後入選者，可依其評等的級別套

上專用的外衣，商品化之後，賦予產品的品牌價值。

茶農嘗試在有機茶園復育翡翠樹蛙的心念，讓這

個具備環境生態指標意義的生物成為這次分級區隔的

品牌意象。從第一級至第三級，分別依樹蛙數量的多

寡來區隔級別，當然也代表了價位上的差異。

 有機好茶入手

誠如這次擔任評審的農委會茶業改良場陳國任場

長所說︰這是全台首創的有機分級評選會，值得大家珍

藏第一批嚴選出爐的有機包種茶。誠摯推薦，也期許受

到鼓勵與支持，歡迎有興趣的朋友直接洽詢採購。

對往返台北與宜蘭之間的旅人來說，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曾

經是個夢靨，國五的雪隧一通，省卻了時間，倒也留給位於北

宜公路中繼站的坪林，更為寧謐的山村質地，耐人尋味。

等    級 分級區隔 每罐（75公克） 姓        名 連  絡  方  式

第一級 3隻樹蛙 850元 詹  正  義 0989-007663‧02-2665-8380

第二級 2隻樹蛙 600元

詹  正  義 0989-007663‧02-2665-8380

詹  偉  仕 02-2265-7076

陳  陸  合 0952-600268

第三級 1隻樹蛙 400 元

余  三  和 0910-415115‧02-2665-6700

陳  善  嘉 02-2665-7110

翁高美女 02-2665-7110

王  緒  潭 02-2665-7110

陳  陸  合 0952-600268

山村×靈動
有機茶與

文│曾淑莉

豐沛而清澈的溪水

有機包種茶
分級嚴選初登場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本案由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委辦計畫補助執行



士林百合試驗田移植 台灣茶產業六級化發展  茶改場陳國任場長(右一)及
   邱垂豐副場長(右二)專業評審。

威叔茶莊示範設置 有機青梅DIY 山藥產地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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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積錦

紐西蘭、香港等無數

的國際食品展，從加

拿大到香港的異國超

市，銀川米隨處可

見，這就是「時間」

的價值，銀川米的努

力終於呈現出成果。

今年帶著與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技轉開

發的產品—有機南瓜、菠菜易煮粥，以及銀川新品—

有機米鬆餅粉參加2017台北國際食品展，並與海洋

大學銀髮學系一起發表有機米糠開發與應用的重要成

果，獲得很大的迴響！現場也舉辦試吃活動，消費者

紛紛前來體驗，口感實在，清爽無負擔，即使是匆匆

路過的民眾，試吃後還會回頭再吃一口，大獲好評。

○記15年前第一次參加台北國際食品展是跟著

瑠公基金會一起出展，當時一個小小的角落擺

設得很溫馨、陳列著很羞澀的銀川米，就這樣開始了

銀川米的國際之路。一路走來參加了加拿大、澳洲、

四天的活動中，盛情邀請所有的舊雨新知來攤位

品嘗銀川米，由親和力十足的Claire老師主持的銀川食

堂，教大家簡單料理麻油薑汁拌飯、香椿拌飯等，讓

銀川米的口感、特色發揮，更重要的是請大家吃飯，

吃好飯。

其間，瑠公基金會董事長、執行長與顧問前來為

銀川米打氣鼓勵，20年的情誼可貴、感動，這是一場

相當成功的展覽會！

猶

2017    台北國際食品展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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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美智

        銀川永續農場

農曆七月，依民間習俗總會進

行各種普渡眾生的法會活動，而也

有另一類說法則是指這個月是屬於

感恩的月份。本會自民國75年7月1

日承蒙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捐資

創立為專業性農業服務機構，自始

即效法郭錫瑠先生「愛農、護農」

的無私精神，並且秉持「提高農民

所得、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增進

全民福祉」的成立宗旨為台灣農業

永續目標而努力。近幾年，歷經經

濟衰退、銀行利率下滑的考驗，台

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實如母會般，

給予本會倍加關心和業務經費的協

助，在此除特別向母會再次表達感

恩之意，也讓外界分享本會除了長

期扮演農產品農藥殘留把關角色

外，在產銷業務上與其合作執行的

各項業務概況。

【大台北地區樂活農村暨再生輔導計畫】

為提升產業地方特色，近兩年以烏來原住民地區為

輔導重點，透過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山胡椒」技轉，並且多次辦理山胡椒育苗管理講習

及座談會，聘請改良場專家指導教授完整的山胡椒栽培

技術，未來目標更朝將當地原生山胡椒作物產業化、精

緻化，以形塑地方品牌特色產業。其次，看準「食用百

合」的未來市場商機，也透過與改良場合作育植百合球

苗，目前除了持續觀察第一批已在陽明山田間試種兩年

的種球生長狀況外，未來也將建立食用百合鱗片繁殖健

康種苗培育技術模式，並且進行產品行銷包裝設計及市

場推廣促銷。

另為提升大台北地區茶葉行銷，也協助農政單位

宣導推行「亮點茶莊」政策。同時為行銷木柵鐵觀音

茶葉，除了既已設置的「觀鼎茶文化工坊」、「威叔茶

莊」推廣示範點外，近期也將著手進行另兩處茶莊推廣

示範點的設置作業，持續推動木柵鐵觀音茶文化。

【有機產業鏈整合與教育計畫】

擇定單一產業、社區為投入標的，強調有機產業

六級化，同時打造在地獨特樣貌。

為提升大台北地區茶農的知能儲備及技藝傳承，

規劃「茶人職能精進系列課程」，透過分項的教育訓

練，精進產、製、銷的自我成長及創新，藉以篩選及

輔導優質的茶農團隊。此外，今年度也與農委會茶業

改良場合作，在坪林區試辦全台首創有機包種茶分級

評選及訂價，強化在地製茶技術，創造後續行銷的商

品價值。

【國產農產品加工推廣計畫】

為提升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之認識，多年來陸續

辦理各種農產品加工講座 (如：豆腐與豆花、蔬菜果

醬、納豆、梅子加工等DIY活動及手沖咖啡教育推廣)，

同時也舉辦產地觀摩(如：仙草、山藥、綠竹筍、紅棗

等)。透過會訊發行與本會網站資訊，加強消費者認知

及宣導農業相關訊息，期能解決農民產銷問題與提昇

農民收益，達到雙贏的效果。

【優良農產品產銷整合計畫】

經由產地實

地拜訪，與農友、

農會、合作社、農

場建立良好合作關

係，並整合出全國

優良農產品資訊發

布於本會網站，讓消費大眾更加了解優良且安全之農

產品，以協助其產品行銷推廣；同時也提供產品文宣

設計、產品包裝、農藥殘留檢驗等服務，提升農產品

競爭優勢。歷年所輔導種類包括枇杷，巨峰葡萄、蘆

筍、茭白筍、石蓮花、愛玉、火龍果、蘆薈、山藥、

金煌芒果、橙蜜香小蕃茄、珍珠芭樂等。

感恩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的長久提攜與照顧，

並與本會維持情同母子間的臍帶親密關係，未來我們

將更肩負任重道遠的使命，繼續為農業打拼！

感
恩
瑠
公
農
田
水
利
會
的
一
路
扶
持
，
讓
我
們
在
邁
向
永
續
農
業
的
道
路
上
得
以
持
續
具
有
續
航
力

本會董事長、執行長及顧問至展覽現場參觀，並與銀川永續農場賴兆
炫夫婦合影。

易煮粥產品展示。

特別企劃

與

火龍果採收



7月3日執行台北
市政府產發局

計畫，於金融
研訓院，舉辦

200

人次「台北市
農藥管理人員

複訓講習」。

於7月25日及27日辦理二梯次「苗栗紅棗‧鮮體驗」，至苗栗
縣公館鄉採摘新鮮紅棗及體驗客家文化，如客家料理、擠福
菜、穿龍古圳導覽等。

於7月4日及7日辦理二梯次「鮮筍八里行」，前往八里農會
所輔導的綠竹筍農園體驗採筍及本會輔導的桃樂絲森林園區

導覽及香皂DIY等。

8月9日本會為執行台北市政府環保局補助
計畫，在善導寺教

育中心辦理兩場次「食農及環保教
育推廣活動」，參加人數

共計1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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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山下的

文│周雅雯‧龍源農場

文旦柚評鑑比賽，屢獲佳績與肯定，截至目前

在八里區所得到的冠軍次數更是無人可比。

現在農場所生產的水果都是自產自銷，銷售

完了就必須等隔年；農場內種植水果的採

收期分別是：5月中旬的樹梅（楊梅），7

月中旬的蜜雪梨，8月底的文旦柚，

以及翌年1月中旬的桶柑。

    為提昇自我的栽培技術、生產優質及精緻的產品、保障消

費者的食用安全。特別感謝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多年

來不僅提供了農藥殘留檢驗的嚴格把關服務，也積極協助

辦理消費者產地之旅，並且安排媒體記者至產地專題報

導，成功行銷了八里文旦柚。

   文旦柚在每年「白露」前後十天採

收，現採的文旦柚風味較為不佳，須透過

7至10天的「辭水」讓柚子的風味完

整散發出來，此時文旦柚果肉微酸帶

甜，風味最佳。選購文旦柚可依個人

喜好選擇大小，一般來說大顆的果粒纖維

較粗，小顆的纖維細；果型以三角圓錐形，

不歪斜為優；建議買回的文旦柚放於通風處，即

可延長儲藏時間。

 由衷的歡迎大家秋天到八里採摘文旦柚，春天在柚花盛開

時來趟柚花薰香之旅喔！

龍源農場

季節

限定

10年來，在八里地區的農民和

農業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新北市八里地區

所生產的文旦柚品質及名氣，已足與其他地方（如：花蓮、

台南、斗六）的文旦柚媲美，在市場上更贏得了「南麻豆，北八

里」的美譽。

八里地區文旦柚的品質之所以在市場上獲得肯定，主要是因其所在

的觀音山是一座火山形成的山脈，因土地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再加

上充足的日照與水份，讓八里文旦柚有一個很好的生長條件；還

有透過與農業單位的合作，提昇了農民更專業的栽培管理技

術，品質因而逐年提昇；另外，也要歸功於八里區農會為

了提昇當地柚農的栽培技術及加強文旦柚行銷，歷年來每

年都定期舉辦文旦柚評鑑比賽。

在八里說到種植柚子的達人，就想到我的父親周清章。他是

一位世居在八里的農家子弟，從小即對於農業有興趣，也終其一生從

事農業。早期會種植文旦柚起因於綠竹筍的農事工作很繁瑣，因此在無綠

竹筍的農忙時期，開始嘗試小規模文旦柚的栽種，由於採收後的果實受到了

行口盤商的稱讚，因此種植面積日漸擴大，直到現在。

父親習慣一個人獨自的摸索找資料、拜訪前輩尋求栽培上解惑

及留意市場銷售資訊，也學會善加運用及結合農業單位的技術

資源。他把農業當作一生的事業與興趣，因此在種植作物的

成績就更顯得傑出。父親常說：「種植作物不要只埋頭苦

幹，也要到外面觀摩學習他人長處，才跟得上時代。」多

年來，始終用一種開放的心胸對待他的職業，將農場分區種

植不同的果樹，園區在不同時間皆有收成，充分發揮了現代經濟

學分散風險的觀念管理。近年來也因參加八里區農會與新北市農會的

近

The  aroma  of   pomelo

鐵觀音茶冰淇淋

觀鼎休閒茶園

02-2939-9190

文旦柚禮盒

龍源農場

0928-642-916

菇類產品

隆谷養菇場

04-2572-3452

文旦柚禮盒

桃樂絲森林

02-8630-3356

梅子加工產品

梅子博物館

049-2774-198

山藥月餅禮盒

瑞芳地區農會

02-2497-8704 

產 品 快 訊

鐵觀音禮盒

木柵區農會／供銷部

02-2939-8021

有機水果加工產品

松林梅自然生態農場

089-360-878

綠竹筍加工產品禮盒

八里區農會／供銷部

02-2610-2996

有機仙草茶禮盒

豐實農場

0972-037-912

文旦柚禮盒

八里區農會／供銷部

02-2610-2996

┤買好禮過佳節├

本會輔導安心蔬果系列
產品多年，感謝大家長

期的支

持。因應中秋佳節特別
篩選出適合自用或送禮

的產品

禮盒，提供選購參考，
可於下表列中專線洽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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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會訊  89期p4

文│周正男‧新北市三芝區農會

三芝的茭白筍有「水梯田茭白筍」及「美人腿」之美稱。栽種屬一年一收，每年十

月下旬為其盛產期。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所生產的茭白筍肉質細緻、滋味甜美。

正值涼涼秋日，實地走一趟，漫步鄉間小路，體驗茭白筍風味餐及水田採筍，盡享

田園樂趣。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20 ▼  基金會集合

08：30 ~ 09：50    準時出發到三芝，沿途欣賞海岸風情

10：00 ~ 11：30

▼  農會直銷站
   二號倉庫文創空間－斗笠彩繪D IY

11：45 ~ 12：45 ▼  茭白筍風味餐

13：00 ~ 14：15

▼  共榮社區生態導覽
   三芝遊客中心

14：30 ~ 15：30

▼  水田體驗採筍（約60分鐘自由採筍可全帶回）
   ※ 因水田採茭白筍會弄濕衣服，建議參加者攜帶一套衣服
        更換及一次性長筒襪或雨鞋。

16：00    賦歸

體 驗 茭 白 筍 【 報 名 表 】

姓  名 會員編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日）╴ ╴﹣╴ ╴ ╴ ╴ ╴ ╴ ╴ ╴ （手機）╴ ╴ ╴ ╴ ﹣╴ ╴ ╴﹣╴ ╴ ╴

活動通知

方式（擇一）

□郵寄地址：□□□

□電子信箱：

參加梯次
（擇一）

□ 第一梯次：106年10月31日（週二）
□ 第二梯次：106年11 月2 日（週四）

郵政劃撥：19454231
戶        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 活動費用：每人1,100元。 （含車資、午餐、100萬旅行平安險及贈品）
● 報名電話：02-2394-5029  ext：31、30 吳小姐或許小姐

（洽詢時間／9：00~12：00或14：00~17：00）
● 報名方式：1、活動預定二梯次，每梯次30人，未滿將取消或合併。

2、參加者，請先電話確認、報名→三天內，將填妥報名表及劃撥收據傳真至
      2392-0974。（劃撥單註明參加者姓名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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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成行，主辦單位將告知活動取消及辦理退費，學員不得異議。

體∕驗∕茭∕白∕筍在

芝三

新北市三芝區農會

當令 食材

邀您一起來認識              ！標章

原來等待是值得的

一年一收的三芝赤殼種茭白筍 ，是三芝最具代

表性的農特產品。三芝茭白筍是由一群老農夫，在守

護著這塊土地與水梯田，從5月份開始栽培，吸收全

年的菁華，產期則由每年秋天9月開始、10月盛產、

11月結束，只有短短2個多月的產期時間。

茭白筍的由來

台灣原無茭

白筍，明確引進

時間不可考，推

估最早約在十八

世紀中期才進入

台灣。根據文獻

的記載，原來分

布在中國北方沼

澤裡生長一種和稻子一樣的水生植物，頂部會像稻子

一樣結穗，被稱之為「菰」，採收的穀粒，就是「菰

米」。據聞大約從漢代起，菰草（茭白）在生長過程

中感染了黑穗菌，莖部膨脹成像細長的筍既脆甜又

香，而且產量高，甚具經濟價值。經過一段時間的改

良之後，到宋時，人們知道把茭白挖起來，種植在田

裡，第二年會產生新茭白植株，因黑穗菌的孢子是一

直留在田間地下莖裡越冬的，所以帶菌的菰莖像種番

薯一樣，可以留種無性繁殖，世代相傳，於是有了專

門種植茭白的田塊，生產出肥碩的〝茭白〞，這樣菰

由穀物變成了一種水生蔬菜。

茭白筍結筍原理

茭白筍黑心的原因，是由水中一種黑

穗菌，寄生在筍身的莖部，刺激了植

株，形成的筍狀嫩莖，若無與黑

穗菌的共生，茭白植株就

無法結筍。若菰黑穗

菌形成孢子，就是所

謂的花心或稱黑心。

黑心的茭白筍，可以

吃？當然可以。就像

義大利的墨魚麵一

樣，顏色不同而已，

但如果黑點太多則會

影響到口感。

如何吃茭白筍

茭白筍的營養成分豐富，它含蛋白質、脂肪、糖

類、維生素B、維生素C、尼克酸、煙酸，以及鈣、

磷、鐵等礦物質。茭白吃法多樣，帶殼生烤甜嫩香，

生吃脆嫩可口，清炒煮湯甜味天成，色澤透明如玉堪

稱美味佳餚。三芝人則喜歡用茭白筍煮鹹稀飯。茭白

講究吃得新鮮，若市售的剝殼茭白，宜現買現吃。若

需貯放一段時間，應保留外殼，食用時仍可保持潔白

柔嫩。

民國74年即成立的三芝茭白筍產銷班，栽

培面積曾多達73.3公頃，班員人數高達324人；

由於其產品具有高甜度與細緻口感，早期在本會

多年參與輔導及落實農藥殘留檢驗把關下，順利

取得農政單位授予的吉園圃標章，並且也在本會

協助舉辦記者發表會，打響了「三芝美人腿」美

譽，在市場上贏得極佳口碑，也為農友帶來平穩

的收益及商機。

本會為執行臺北市政府委託之「臺北市

農產品、農業資材抽查監(檢)測及教育宣導」

專案計畫，將在台北市圓山花博爭艷館辦理

多場次的推廣活動，提供大台北地區的消費

大眾參加；活動內容以「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理法暨相關子法」、「有機、產銷履歷、

CAS優良農產品標章」等主題，設計多種知

識性、趣味性及與消費者互動的遊戲。

歡迎大家在10月份的第三週日(15日)及

第四週日(22日)，前往活動會場共襄盛舉，

詳情請參閱基金會網站（http://www.liukung.

org.tw/event.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