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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最早為撿拾油桐子提煉桐油，做家具、木屐、火柴

棒，現在油桐花則成了浪漫的五月雪；經費不足沒法

鋪設路燈 (無光害)、為了省錢不想用除草劑而用人工

除草 (乾淨的棲地)，竟因為有螢火蟲而留下了夜間的

遊客。這種種美麗的意外，應該都要歸因於客家人的

善巧與勤儉持家！

　　豐沛的觀光遊憩資源

　　以苗栗縣境內的鄉鎮景觀而言，三義鄉的觀光遊

憩資源堪稱相當豐富。除木雕街之外，以人文、藝術

為特色的木雕博物館，還有舊山線、勝興車站及西湖

渡假村等。觀光、休閒、藝術文化，逐漸取代傳統農

業經營的方式。雙潭休閒農業區的劃定，由點而面，

推展至全鄉，進而與同在苗130縣道的大湖鄉薑麻園

休閒農業區連線，形成一休閒觀光帶。

　　推薦行程

與民宿結合的遊憩規劃

　　目前結合觀光果園採果、登山健行、農事體驗，

可以規劃1-2日的遊程。雙潭休閒農業區內的特色民宿

有雲洞山莊、卓也小屋、愛面子、茗緣居、福軒養生

館、幸福悅樟會館等，均可依遊客喜好加入各項農事

或特色體驗活動。依季節的不同，還有桐花及螢火蟲

導覽。休閒區的遊客服務中心有專人為遊客提供充足

的遊憩資訊，如果需要安排體驗活動或規畫遊程，也

可以在這裡取得最佳的服務。

　　進入三義的山區小城

　　三義，位於苗栗縣最南端，境內多為丘陵地形，

山多平地少。早期農作物以稻米、茶葉、桃李、柑桔

為大宗，少部份種植仙草、花卉、香茅等，林木則以

竹、相思木、油桐及樟樹為主。居民多是純樸的客家

人，近年閩南人也慢慢多了，最南的鯉魚潭村還有原

住民巴宰族，地方雖小，族群文化卻十分多元。

　　雙潭休閒農業區的整體區域沿130線道，呈西北

走向東南，因貫穿整個雙潭村，因此定名為「苗栗縣

三義鄉雙潭休閒農業區」。

　　從觀光果園到休閒農業區的優勢

　　沿苗130縣道兩側都有桃李、柑橘、甜柿、草莓

及番茄等觀光果園，四季皆可採果，早期為推動觀

光果園的重點區域。區內最高點有一瞭望台，可東望

大雪山、大霸尖山、馬拉邦山；西眺台灣海峽、海

岸線、台中港、後龍港、豐原、大甲；南臨卓蘭、東

勢；北接苗栗、公館等，為觀日出、雲海、山嵐、賞

景的好去處。離交流道僅約30分鐘車程即可欣賞到高

山優美景致，在自然條件上具備了發展休閒觀光的先

天優勢。

　　原來都是客家人的天性使然

　　三義，因著日據時代廣植樟樹及油桐樹，也為後

代子孫帶來意想不到的觀光財。從提煉樟腦油到以殘

留的樹根作天然巧雕，使三義成為雕刻的原鄉；油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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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口福及手作的幸福體驗

　　說到客家不能不提的還有客家米食，除了一般最

常吃到的客家菜包的諸多進階口味 (番薯、南瓜、紅

麴、芋頭等)，客家菜、客家粄條等道地餐食，更是一

路從交流道羅列而下，讓到訪的遊客可以一飽口福。

　　如果遊客想要了解美味的客家米食的製作，自己

動手做也是目前十分流行的體驗行程。動手搗麻糬或

擂茶，還有目前最夯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湯圓，都是

以天然植物做成的染色素材。

不可錯過的特色文化場館

　　我們有碩果僅存的木鴨工廠、全台唯一的臉譜文

化館、世界級最完善的藍染工坊。諸多在地的特色軟

實力是凸顯雙潭休閒農業園區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文

化體驗特質。

　　小城正在改變

　　許多老農最開心的事，當然就是不斷返鄉的「漂

鳥」，看到這些離鄉遊子願意返回家鄉、留在家鄉、

認真開創新格局，也替雙潭休閒農業區注入一股清新

的活力。區內的行銷除了國內的各項推廣活動，近幾

年更將觸角推向國際，跟著休閒農業協會或苗栗縣政

府參加國外旅展，並利用各項國際研討會推展區內觀

光特點，將雙潭休閒農業區帶上國際舞台。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有你們的來訪，也期望這一

片整齊、清新、綠意盎然的景致，可使我們的農民越

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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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苗栗三義當客家媳婦，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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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後，台灣陷入缺水危機，除了從生活中節約用水，一位坪林茶農，

早在幾年前開始，帶頭用種有機茶來保護水源地。

　　北台灣的茶鄉坪林，百分之八十的鄉民是以茶維生。坪林海拔

五百公尺，位處北勢溪上游，北勢溪是大台北地區重要的水源命脈。一九八○

年代翡翠水庫興建時，北勢溪上游的坪林被劃為「台北水源特定區」，受到禁

建、禁墾等開發限制。也就是說位在翡翠水庫集水區內的坪林，關係到大台北

地區五百萬人飲用水的安全。

　　坪林茶葉產銷班第七班班長余三和，是坪林種茶人家的兒子，但他早早離

開了茶園，到台北賣茶。老家坪林舉辦茶賽是多年傳統，但冠軍茶價格容易被

哄抬，買進成本太高。余三和想著

消費者心態 ，可能“貴遠賤近”，

所以，在台北賣茶二十年，賣的幾

乎都是南部茶。不料，茶行生意還

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發現幾個同行，他越敢吹

噓、越敢講、講得很好聽、講得冠

冕堂皇的人，愈有生意做。你實實

在在的說，這個茶葉兩千五，價值

超乎你想像，我就賣你兩千五，但

是就是很困難。你要說這個茶葉價

值六千，我賣你

兩千五，他的興趣就來了。要賣一斤茶葉，我們賺也不了幾個

錢，吹噓在我來講，好像有欺騙行為。那種話我講不出來，以

後生意就漸漸走下坡。」

　　七年前，落寞結束茶行，余三和自我反省，生意是敗在他

不懂得誇大嗎?他的結論是，好茶永遠不怕市場考驗，與其到

處批茶來賣，不如回鄉接手爸爸留下的茶園，自己種好茶。

　　人到中年回鄉的新契機，余三和看到有機栽種是趨勢，也

符合坪林身處集水區內、保護水源的重要角色。種茶前，他先

去推廣有機栽種與驗證的基金會當志工，邊學有機。才知道要

提升茶葉品質，就要培養地力，想通過有機驗證，土地還要先

經過三年轉型期。不能噴除草劑、對於那些把茶樹啃了一口口，天天來造訪的

“小客人”也不能噴殺蟲劑。為的就是讓茶園生態形成天然食物鏈。「你要生

態平衡就是這樣，你要尊重牠，因為這是牠的家，不是我們的家。我們為了要

種點茶，忽略這個大自然是牠的家，有時候我們有刻意要去防治牠、去捉牠的

時候，牠反而會產生一邊逃命，一邊產卵，反而蟲害的密度會更高。」

 

　　當時，坪林幾乎還沒有人做有機茶，這條漫長的路，余三和成立有機茶產

銷班擔任班長，希望邀農友同行。「我們的產銷班有一個很明確的標語，就是

我們希望喝茶護水庫。喝茶護水庫就是說，我們不用農藥、不用化學肥料、不

用除草劑。這種茶園它是不是可以保護翡翠水庫。尤其是草生管理的茶園，土

壤被草抓住了，然後草又可以把露珠把水分留下來。」

　　涓滴細流都會匯入水庫裡，余三和對附近茶農宣導，他們的茶園都在翡翠

水庫的上游 ，如果一噴藥，散發出去的空氣中，馬上就落到溪水上面。或是施

了化肥後，要是下起雨來，流到水裡也會進到水庫中，造成水庫優氧化。他大

力說服水域邊的農友，早日改做有機茶。

　　號召農友的過程中，就怕轉做有機的茶農放棄，驗證是一道很大的關卡，

余三和得居中協調。和農友、驗證公司兩邊溝通。還好他生長於此，知道該怎

麼在大家浮動時，放低姿態穩定人心。「因為我們這裡農村生活很儉樸，農民

愛面子，你叫他損失一點，但有面子，他們都願意做。你叫他說你有一點利

益，沒有面子，他們不會去做沒有面子的事情。所以，我們還是會從這個點，

去把他引導過來說，你如果做一做不做了，人家會笑我們說你看有機做不下去

了。我們還是再努力幾年看看，也許過幾年，大家會稱讚說，你做有機很前

衛、很有思想喔！」

　　還得拋出些誘因，例如，余三和從茶園到製茶機具都經過有機認證後，茶

葉是其他坪林茶葉的雙倍價格。農友們羡慕歸羡慕，但依然認為有執行上的困

難，尤其坪林製茶多為家庭式工廠，大部分農友因為家裡的空間小，有機肥料

要分開存放、 機具要另外清洗，實在太麻煩，更擔心的是通路問題，不知道做

了有機茶要賣給誰?

　　於是，余三和想出與農友契作，讓農友只負責栽種，他來負責採茶、製

茶、賣茶，但加入產銷班的班員一定要通過有機驗證。余三和希望日後契作的

農友，都可以自產自銷，坪林的茶產業才能永續經

營下去。

　　回鄉七年來，余三和的奔走、勸說看到成果，

坪林有了兩個有機茶葉產銷班，近三十位農友投

入。不過，這兩年他又發現，班員們大多沒有銷售

管道、缺少曝光機會，只有少數兩三位比較會行銷

的，才賣出好成績。他怕大家會走回頭路，放棄有

機，今年，余三和邀集班員預計在下半年成立一個

生產合作社，申請有機加工分裝驗證，並請專家評

鑑，將班員們的茶葉分級，以制訂價格，並建立單

一品牌「綠之泉」行銷有機茶，由瑠公基金會協助

品牌設計與市場行銷。

　　雖然，目前坪林兩個有機茶產銷班，人數只佔了所

有茶農的十五分之一，但回家種茶，把喚起茶農種有

機茶護水庫當使命，不用農藥、除草劑、化學肥料，避

免影響水源，以食物鏈達到生態平衡，這是個對農民收

入、水源生態、大眾健康都有益的結果。幾年下來，被

視為環境清靜指標之一的保育類動物翡翠樹蛙，也出現

在余三和的茶園內，翡翠樹蛙的復育成功，代表著水庫

上游水質良好。余三和希望分享，維護山山水水，該從

源頭就做起。

農夫談到田裡的「草」，總是眉頭微蹙，不甚滿意

這傢伙在田裡張揚蔓延的速度，卻也拿它一點辦

法都沒有。然而，對我而言，我有不同的解讀。

＊ 草，不是砍之為快的敵人，而是至寶

　　「草」的強烈求生意識是很強烈的，一片光禿禿的

空地上，第一個出現的生命力就是「草」。只要有適合

的溫度跟雨水，它們就能長得很旺盛、很茂密。

　　我對於草的觀點，一直是將其視為一群具備強韌野

性、隨遇而安，卻有益果園的好伙伴。眼睛看得到的地

上物是最天然的有機質肥料，看不見的地下根部是另一

個生命體領域「微生物」最好的庇護場所。草，可說是

我們家果樹栽培的至寶呢！

＊ 選擇適當的時機出手

　　千萬不要以人類的視野小看它就是一根草！果園裡

的草相生長，是會隨著天氣的變化、水果的成長階段而

有所不同。不論幼草、老草，效果皆有所差異，端看個

別作物的需求及農夫本身的經驗值來決定除草的時機

點。

　　接觸過農事過程的伙伴們都知道：除草，是一份最

累人、也最耗費體力的農事工作。對從事有機或自然栽

培的農夫而言，以人工方式把果樹下的草給砍除或拔

除，還原成果樹需要的肥料來源，才能完成天然肥料養

分的給予。經過了農夫介入的除草動作後，「草」都

會變得服服貼貼，乖乖的倒在果樹下，

經由自然界微生物的分解後，轉變成果

樹需要的營養來源，而且還是最天然的

自然肥料！但是，除草的時間點就很重

要，掌握正確的關鍵時機，會關係到後

續二∼三個月後成熟果實的風味呈現。

果實風味的完美表現，就是果樹栽培所

要的『甜美』答案。

＊ 「與草共舞」的草耕人

　　人力的付出，還得具備烈日工作

的煎烤功力，通常可以「甘願做、歡喜受、練身體」的

心情來調適。長年在大太陽底下討生活的農夫，勞動

的當下，往往自我解嘲：「多曬太陽有助於身體內維生

素D與維生素P的合成，再透過太陽照射的轉換後，是

能讓骨骼更強壯的能量來源，這可是光靠吃食物所不能

滿足的。」在鄉下有一諺語：「老骨硬剛剛、老皮不過

風」，這是農家的真實寫照。

＊ 共生共存的哲學

　　一想到，果園裡生長的咸豐草，現階段的高度約是

140公分高，又得耗費一番功夫才能處置。咸豐草，有

另一個大家所熟知的外號—「恰查某」，不僅把它擬

人化，也代表這種植物很兇、很會黏人的特性。只要經

過它身邊必會留下痕跡，甚或變成了「人形刺蝟」，衣

服和褲子都會被黏上，並且還要費

很大一番功夫，一個一個的

拔掉，要是沒有點耐心的人，

還真是會當場發飆或是不知所

措呢！然而，咸豐草卻也是需

要花蜜越冬的蜜蜂們，很重要

的食物來源。嘗試把看待事情

的角度放寬廣些，就會發現，

大自然其實很奧妙，各有其所

要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就看如

何解讀。

＊ 打工度假，除草去

　　這幾年，許多有心學習農事的青年學子變多了，沒

辦法出國打工度假，就選擇留在原本就資源豐沛的台

灣。農事勞務，除了採收，最頻繁又需要人力的就是除

草，因為不定期、頻率高，也募集了年輕幫手。

　　除草大軍一出列，拔呀拔的，這些年輕伙伴們發現

到：習慣農事的農夫，除草速度怎麼比他們快速，超前

了一大截。同時還發現農夫的除草方式，怎麼是半趴在

草地上，雙手雙腳配合著一起前進，而且還蠻順手的。

年輕伙伴們也開始放棄了小板凳及鐮刀，開始試著學起

農夫、使用同樣的方法前進。更開心的是，也聽到了伙

伴們欣喜說著：「我已經可以慢慢抓到竅門了哦!」這

樣的體認，更加速了大家除草的效率。單調的農事，也

因為有了年輕幫手的加入，而顯得更有活力。「不累、

不累、一點都不累！」下工後，大伙兒一起品嘗在地人

的隱藏版地方小吃，用美味的食物填飽飢腸轆轆的五臟

六腑，也撫慰了一天的疲憊。

　　不管在農事栽

培或職場工作上，

「借力使力」還

是最有效的管理

方式。目前果樹

栽培最主要的關

鍵點，除了看天

吃飯的氣候條件

之外，草相的管

理，雖然費事又

費力，但卻可以讓果樹汲取最天然的

養分，表現出最出色的收成，也讓您我皆能有健康的水

果食用。誰說不能與草共舞？不起眼的雜草，善加利用

之後，卻也成了果園管理上的一大利器。農耕作法及態

度的改變，也適時找出一條放心吃且安心吃的栽培法

則。

文／吳文旭   永旭農園經營者

　　這是一門不大不小的學問，因為雜草本身有其競爭性，如何把握留草與除草，不干擾到作

物本身的成長，提升栽培管理的有效性，既是肥料，也同時具備保水性。就好似在土地上披上

綠色的地毯，也讓園子裡的生態更為多元。第二版的坪林茶農余三和，以及第三版的果農吳文

旭，都是利用草生栽培的成功例子。余班長的野放茶，不施肥，卻讓雜草發揮了微量元素與養

分的補給，同時涵養水分，減少管理的成本與人力。吳文旭耕耘自然農法的果園，對自己的果

樹、環境與天候的相應關係，了解深切，也懂得讓「綠色的植披」適時扮演調節的角色。所

以，看到草生栽培的茶園或果園，可千萬別以為是農夫懶惰不除草，原來都是有他們的道理。

與 共

幾位朋友聊到了，
你家果園的水果越吃怎麼會越甜？！
真是問到了「眉角」，
我當下給了一個答案：「一枝草、一點露」。

雜草成了果園裡最好
的植披

保育類寬尾鳳蝶的結
蛹

咸豐草是蜜源植物

草生栽培   小檔案

露水也是果園裡很重要的水分補給

珍惜水源的

有机茶

▲  坪林有機茶產銷班班長余三和回鄉種有機茶，
並號召茶農種有機茶護水庫。

▲  坪林位於北勢溪上游，屬於翡翠水庫水源特
定區。關係到大台北地區五百萬人飲用水安
全。

▲怕機器採摘影響茶樹自然生長，余三和是坪
林少數仍保留人工採茶的茶園。

▲室內萎凋

田 間
隨 筆

＊

開有機風氣  種茶學與萬物共生

組產銷班  邀農友種有機茶護水庫

成立合作社  單一品牌與農友共同行銷

▲  茶園內翡翠樹蛙現蹤繁
殖，是水源清澈的重要指
標。

樂天知命的果農

採 訪 報 導

R e p o r t

开

文／徐沛緹  專業文字工作者

開



農業產銷會訊 80 期 2015/06

4

本刊物使用環保再生紙張及大豆油墨印製

手作 趣

▲   

報名方式

    1   02-2394-5029  分機：31、30  吳敏芳或許鈴蘭小姐

         請利用辦公時間洽詢，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2   參加者，請先電話確認、報名→並於三天內至郵局劃撥報名費即完成。但需

於郵政劃撥單空白處註明：參加者姓名、講座日期或場次及活動通知採電子

信箱者須註明。

▲   

劃撥帳號：19454231 /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   

課程資訊

    1   報  名  費：每場次500元 

    2   上課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0號三樓會議室

    3   人數限定：每場次32人，未滿24人將採不開班或併班方式。

    4   備註事項：報名繳費後，概不受理退費；活動通知單於活動前一週寄出。

    5   課程場次：

          第一場次：104年7月7日（週二）14：00—16：00

          第二場次：104年7月9日（週四）14：00—16：00

          第三場次：104年7月10日（週五）14：00—16：00

　　在夏天，把食物放進冰箱保存，不代表不會壞，只是比較慢而已。但把食材

做成醬物，那就又不一樣了。食物經由醃漬、發酵的過程，即可延長保存時效，

同時也因發酵的變化，產生有益健康的物質、幫助消化，又能保有食物的甘鮮及

散發特殊香氣。

　　這次的講座，將邀請黃碧雲 (Wendy) 老師講授。課程示範兩種夏季的醬物：

醬酸筍及醃鳳梨；教導學員選用夏季盛產的蔬果、如何處理食材及製作技巧。課

程中由學員分組實作醬酸筍與醃鳳梨，課後帶回與家人分享。歡迎有興趣者，儘

早報名，以免向隅！

A l o e

活
動
快
訊

所謂三折肱而成良醫，經過無數次被刺傷經驗，
終於找到片取葉肉的方法及工具。我將蘆薈分
「兩側尖刺」、「圓弧面」及「平底面」，搭配
長刀背水果刀，施力更加得心應手。

是否有人跟我一樣有戀泡情結，有泡泡才感覺
洗乾淨？這款無泡潔顏乳洗後臉部柔嫩不緊
繃，是少數讓我願意鄙棄成見的清潔用品。

蘆薈的黏稠，讓水果冰砂喝起來滑滑順順的，很是享受。

我家兒子是「捕蚊燈」體質，總會吸引蚊蟲青
睞，有了蘆薈止癢膠，不再皮癢抓狂。蘆薈止
癢膠用新鮮蘆薈泥或市售蘆薈凝膠皆可。

蘆薈   葉   肉

蘆薈   水   果   冰   砂

蘆薈   止   癢   膠

工 具

材 料

材 料

材 料

做 法

做 法

柔
情似水的蘆薈99%的成分是水，剩下1%由

150多種不同元素組成，包括12種維生素、

18種胺基酸、大量礦物質及如鈣、鈉、錳、鋅等

多種微量元素。西元前一世紀，古羅馬皇帝尼祿的

御醫狄奧斯克里蒂斯在《藥物論》記載，蘆薈能收

斂、下瀉、止痛、止吐血、治黃疸、潰瘍、脫毛、

扁桃腺炎、齒根炎、眼科疾病及婦女病等，並稱蘆

薈為萬能藥草；John Heggars博士在《植物療法

研究》指出蘆薈對燒燙傷、凍傷有止痛及抗發炎效

傳柔情蘆

1)  刨刀    2)  長刀背水果刀

1)  新鮮蘆薈泥：2大匙
2)  黑糖：1小匙
3)  乳香精油：2滴 (選項)

1)  蘆薈冰塊：3塊
2)  生薑：1小截
3)  鳳梨：150g

將精油滴入蘆薈凝膠拌勻即可。

1)  蘆薈凝膠：50g
2)  茶樹精油：14滴
3)  胡椒薄荷精油：6滴
4)  真正薰衣草精油：4滴

蘆薈性偏寒，體質虛寒者

及孕婦，請酌量飲用。

做 法

做 法

1

4

3

2

↑ 用牙刷洗淨灰塵及大黃

素。

↑全部混合均勻即可。

↑ 全部放入食物調理機打

成泥即可。

↑ 水果刀將葉肉分割成小段不要切斷，手抓蘆薈尖

端，水果刀貼平蘆薈平底面，順勢往尾端滑過，

即可輕鬆片下葉肉。

↑再刨掉圓弧面。

↑先刨掉兩側尖刺。

片下來的蘆薈葉肉打成

泥，留些新鮮蘆薈泥當

潔顏乳，其餘用製冰盒

冷凍成蘆薈冰塊，隨時

取用很方便。

貼心
小叮嚀

貼心
小叮嚀

文／施素蘭  手作創意達人

1.  使用前，請先於手肘內側測試是否有過
敏現象。

2.  若用新鮮蘆薈泥，請少量製作並置於冰

箱保存。

3.  蘆薈凝膠可至美容專賣店或化工材料店
購買。

貼心
小叮嚀

蘆薈   潔   顏   乳

手酿酱物

蘆薈含多種胺基酸及維生素，可烏髮，生髮，使
頭髮變得光滑、亮麗有彈性，千萬別錯過。

材 料

1)  蘆薈冰塊：一塊
2)  中藥包：一個

1.全部混合均勻即可。

做 法

↑ 蘆薈冰塊放入中藥包綁

緊袋口，直接塗抹頭

皮，並用指腹稍微按摩

頭皮，30分鐘再沖掉

即可。

蘆薈   養   髮   液

果，並可加速細胞發育，刺激細胞活化。難怪有人

說21世紀若只能選一種植物首推蘆薈，已流傳千年

的蘆薈，一定能再傳情萬年。

　　蘆薈的品種非常多，並非都能拿來食用，僅非

洲蘆薈、木立蘆薈、好望角蘆薈、索哥得拉蘆薈、

女王錦蘆薈及庫拉索蘆薈可食。此外，蘆薈表皮含

大黃素易刺激皮膚和腸胃道。只要注意以上兩點提

醒，就可盡情享受蘆薈的魅力。

           新鮮蘆薈購買指南

養生蘆薈園 http://aloehome.tw/ 
( 蘆薈生鮮系列 )  TEL：06-2493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