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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山茶徽發魁力

嫩綠的茶菁

舢

高山採茶行

多株的梅樹，專供遊客欣賞，每當元旦

、春節期間，梅花紛紛吐蕊，嬌靨迎人

，到了清明左右梅子成熟，又是另一番

景色。不逼，近年來，梅山的梅樹有不

少為優良的高山茶耳又代，漸也成了茶之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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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鄉農會為增加農民收益，在台

灣一片品茗的熱潮中，毅然於民國69年

選定該鄉高海拔山區，試種2公頃鳥龍

茶，成效斐然，翌年開始嘗試推廣，緝

有十多公頃茶園產生，並聘請專家指導

新茶農製茶技術，漸漸打出知名度來，

吸引了不少慕名前來的茶客。栽培面積

大幅增加，迄今已達850公頃，行商紫

統一花生麵筋花生大、麵筋Q筋味十足，越嚼越有勁0佐餐
點J心．>青嚐韶味，統一花生麵筋ξ襄j忽冑口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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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吾音愛用姊妹扁

統一瞥油、矢然舀油、油仁、辣封卍鬱、

舌辣瓜、蒜番露、花瓜、蓆苦瓜、唾瓜

、脆瓜、麵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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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汞康鄉鹽f寺中正路3m號

電言舌:Φ62)532，2﹁(30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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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有500多公頃。據梅山鄉農會

農事指導員嚴銅茂說，以每公頃每年採

4次茶葦計算，則梅山鄉年產茶量約

125 萬台斤。今年雨水少，山區乾旱，

影晌茶葦生長，產量驪咸，價格隨之提

，而由於品質普受品茗者的肯定，所

以在茶市上仍有供不應求的現象。

梅．L茶栽植的圭要地區在龍眼、碧

湖、瑞峰、瑞里、太和等高海拔山村，

平均標高在 1000 ∼ 1300 公尺左右 0

這些山區氣候冷涼，陽光柔和，四季雲

霧飄渺’，朝暮受到大台然山氣滋潤，因

此J斤產的茶葦有獨道的口味，香洢拑醇

梅山茶種以鳥龍茶及台茶12號金萱

翠玉品種為主今年的冬茶比賽亦分為

鳥龍及金萱翠玉兩組，獎別分為特等、

頭等至梅花獎等類別。參加茶的樣品共

有 200多件，成綺已經數位品茗專家評

定。金萱翠玉組參加者較少，共錄耳又梅

花獎以上28名，其中，頭等獎有 2f立，

由龍眼村的王仁助和李源貴獲得 0島龍

茶組錄耳又梅花獎以上96名，特等獎和頭

等一級獎分別由太和村的郭文國和簡嬸

王獲得。

經評審出的名茶，於78年12月25日

在梅山鄉玉虛宮前的廣場舉行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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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鳥龍茶新包裝(外貿協會劉聰慧提供)

吸引了來台各地的茶商及品茗同好，熱

鬧非凡。鳥龍茶特等獎以每斤3萬元高

價賣出。郭文國先生特地泡數壺特等茶
的樣品茶，當場邀茶友品嘗，頓時香氯
四溢，飲遏渚無不津津樂道，認為真是
不虛此行0

您若來到山明水秀的梅山榔，必也

可見到滿山栽植整齊的高山茶園，不妨

順道造訪茶農，試試高山名茶的魅力

言本書正是}隹廣>令凍食品的銷售指↑票

鄉間小路

使j霉了解市場’肖費者拲寸於>令凍食扇的認知態度及購，買，庸幵多

79 年 1 月 22 日

台】匕市溫州街，4號

骷:(02)3628148

每次郵購另加掛號郵資45元

郵政’撥0005930-0，年社

需要倉新髦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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