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縣咖啡栽種面積達 27 公頃，生

豆年產量已超過 10 萬公斤，儼然成為台

中縣新興產業，民眾不彷蒞臨鮮嚐。

台中縣農特產品

種類多，但加入	 WTO	

後，國內農業受到衝

擊，當地農民花費不少

心思在新興產業的研發

與提升。台中縣政府農

業處表示，近年來農

民開始在東勢、新社、

石岡、后里、太平、霧

峰及和平等地區推廣栽

種「阿拉比卡咖啡」，

成效不錯，目前全縣咖

啡栽培面積已達	 27	公

頃，種植株數超過	3	萬

株，產量約	 10 	 萬公

斤，由於風味佳，已

逐漸打響名號，種植

咖啡儼然成為台中縣

在地〝尚青〞的新興產

業。

咖啡飄香．日本達人

也讚賞
為了與民眾分享台中縣咖啡產業成果，

去年底台中縣政府曾與太平市公所、太平市

農會共同合作主辦第	1	屆台中縣搶鮮咖啡

評鑑暨品嚐宣導活動，大會特別聘請到擁

有國際咖啡杯測評審師、精品咖啡品質評

鑑師資格的日籍三上	出

先生擔任主審。

日籍主審三上	 出

先生不諱言，往年少有

機會接觸台灣單一農園

生產的咖啡，品嚐過的

印象也都不好，也沒有

高度的興趣，直到去年

他喝到台中縣農戶生產

的咖啡，頓時令人感到

驚豔，才發現台灣的好

咖啡正慢慢醞釀形成

中。他說，評鑑咖啡

前，整體性很重要，他

重視杯感的潔淨度，

再者是品嚐咖啡的風

味、性格的獨特性，如

這杯咖啡喝起來會像什

麼感覺，例如初審的咖

啡中有些不錯，可媲

美國外一些農園生產

的咖啡，具芳香及獨

特性，帶有堅果、焦

糖、巧克力、茶香系列的感覺，充滿正面

的、質感良好的果香。

地方報導

台中在地咖啡．日本主審驚豔
文圖｜賴茂賢、張豐勝、林清富　台中縣政府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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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魅力．串起觀光新軸線
台中縣首屆咖啡評鑑結果出爐，由新

社高演勳先生勇奪第 1 名，其咖啡品質

堪稱和雲林古坑咖啡相同，讓參加品嚐會

的民眾直說，香醇可口有特色。第 2 名

為陳明良、陳仁傑，第 3 名為陳勝樂、

陳幼文及徐源漳等人。

簡單的一杯咖啡卻裝滿濃濃的熱情。

台中縣農業處處長林清富指出，藉由辦理

咖啡評鑑系列活動，除推廣台中縣的在地

咖啡，同時鼓勵農民生產更優質的咖啡，

也可將咖啡產業可與縣內休閒農業區例如

太平頭汴坑、新社馬力埔休閒農業區…等

相結合，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他歡迎大

家踴躍蒞臨台中縣品嘗濃純咖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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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獲全國十大傑出農民的葡萄農賴

茂勝，多年來在彰化員林社區大學教育、

推行安全優質葡萄，他說，嘗過有機葡萄

的消費者，都會成為老主顧，並「呷好逗

相報」。

走上教育一線的賴茂勝面對來自彰化

市、秀水、南投縣竹山、草屯的 200 多

名農名表示，推廣安全的優質葡萄，今年

已是向第 5 年邁進的第 9 期授課了，游

禮祥、游美玲父女堪稱模範果農，尤其游

美玲更是少見的農場女場長，她遵從安全

優質葡萄的守則，突破傳統以來習慣於大

量施灑農業的做法，不影響產量，又提升

品質。

所謂安全優質葡萄，賴茂勝表示，過

度地使用化學藥劑，不僅會造成土壤酸

化、果樹抵抗力變弱與病蟲害抗藥性等諸

多問題，無法生產出高品質的葡萄，更有

害果農和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因此他極力

宣導從源頭做起來照顧好葡萄，不靠農藥

防蟲、除病，改施以最天然的有機肥、天

然生長劑、牛奶發酵液、鮮魚粹取精等調

製的有機液肥，回歸自然農法，採最天然

的方法照顧葡萄，讓葡萄樹獲得完整的養

分和微量元素。

如今，鳥兒會飛來葡萄園築巢，土壤

內有多種蚯蚓、小瓢蟲，這就是果園安全

環境確實獲得改善的最佳指標，多用有機

肥，把農藥的使用率降到最低，從耕種到

消費，每個環節都很實實在在，果樹更有

抵抗力，自然生態也找到了平衡點，消費

者吃得安全、健康，台灣的葡萄達到完美

的安全優質水準，可以說是另一項「台灣

第一」的奇蹟。

呷好逗相報‧有機葡萄供不應求
文圖｜林麗娟

有機葡萄，皮薄、
甜美，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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