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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樂社區療育庭園介紹
文圖 /陳蓓真 

為對接行政院長照 2.0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綠色照顧政策，讓長
者可在地健康老化，本場持續以園藝療育為基礎，布建療育綠場域，

以作為農村社區高齡者健康促進、情緒舒緩及社交增進的場域。

109年本場與南投縣政府農業處及南投縣竹山鎮田家樂社區發展
協會，於社區活動中心前方綠地，共同營造一座療育庭園，提供長

者親近植物的機會。透過多次現勘與討論規劃符合社區高齡者需求

的療育庭園藍圖，最後在社區居民、長輩、志工、本場及相關團隊

合作下，一起完成田家樂社區獨有的療育庭園。庭園內包括香草花

園區、花卉種植區及環形步道區，提供高齡長輩五感體驗、健康促

多彩高粱的食用性與健康性 用親情與汗水培育之
「三郎的世界甜葡萄」文圖 /施兪安

在臺灣每當提及「高

粱」二字時，消費者第一

直覺便是「高粱酒」，僅

有少數人腦海中會浮現其

他高粱產品或高粱種子的

樣貌。屬於無麩質的高粱

種子，除了可作為高粱酒

的釀造原料，亦可直接烹

煮食用，或是磨粉以替代

部分麵粉，製作麵包、麵

條或餅乾，國外也有團隊

因高粱含有益健康的酚類

化合物，開發出高粱茶及

其他健康食品！

高粱具有多樣態的種

子顏色，可分為白、黃、

紅及棕色四類別，種子最

外層的麩皮層富含多樣的

酚類化合物，不同酚類化

合物的組合搭配或含量多

寡，造就不同種子顏色，

當酚類化合物大量累積

時，更會呈現黑色樣貌的高粱種子。酚類化合物除了影響

種子顏色外，因具生物活性能協助人體清除自由基進而促

進身體抗氧化與健康，而高粱含有最具特色的酚類化合物

是 3-脫氧花青素與縮合單寧。
被譽為「駱駝作物」的高粱具有耐旱、耐澇及耐瘠特

性，加上播種至採收期間皆可完全機械化，在需嚴格控管

水分利用或水源取得不容易的地區，為可省工栽培選項之

一，加上其獨特抗氧化物質的營養價值，值得相關健康食

品的開發與利用。

文 /蔡本原

受疫情影響，讓彰化縣溪湖鎮聲量暴漲，也讓國人了解全臺將近

20.5%的巨峰葡萄來自於溪湖鎮，在這純樸的農村中，有位年輕人不畏疫
情的威脅，逆轉情勢揮出了銷售全壘打，他就是陳三郎先生。

三郎是位土生土長的溪湖子弟，從小跟著雙親在葡萄園幫忙，出社會

工作後看到父親為了推廣自家生產的葡萄，在艷陽下隔著玻璃窗向汽車內

的顧客推銷葡萄，但顧客置之不理逕而駛離，三郎內心掀起不捨的聲音，

與家人討論後，便辭職回家與父母共同經營果園。返鄉承接家中事業後，

三郎積極進修葡萄栽培管理、安全用藥及友善環境相關課程，學以致用將

露天葡萄園升級為溫室栽培。台灣葡

萄協會何澤焜前理事長在溫室葡萄經

營上給予他實務的指導，除栽培面積

擴增為 8分地，品質與產量也隨之提
升，並自創「三郎的世界甜葡萄」品

牌提高曝光率。

努力踏實的他，在 108年度彰
化縣夏季巨峰葡萄評鑑活動中勇奪冠

軍，他將該榮耀歸功於父母親，因為

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驕傲，也是全家

用辛勤汗水換來的成績。三郎獲獎後

更加謙卑，一心想把溪

湖葡萄的美名行銷各

地，他將葡萄園結合花

藝美學創作，行銷早春

葡萄；利用廣播電台推

廣在地葡萄的營養與美

味；近來更透過網路電

商平台行銷在地優質葡

萄，用紫色的寶石征服

消費者的味蕾，同時舒

緩因疫情緊張的身心。

▲高粱穗

▲陳三郎先生 (右 2)配合彰化縣政府行銷溪湖鎮優質的果
品 (圖 /陳三郎 )

▲陳三郎先生凡事親力親為，對自家生
產的巨峰葡萄深具信心 (圖 /陳三郎 )

▲田家樂社區療育庭園一隅

進及社會交流的場域。本場與農村社區合作推動園藝療育的模式，

除布建療育庭園外，並導入人員培訓及園藝療育活動規劃及設計，

希冀園藝療育能在社區深耕發芽。未來療育庭園也將由社區自行維

護，作為園藝療育活動使用，讓社區成為推動園藝療育的示範亮點。

田家樂社區療育庭園全景

療育庭園的一花一草由社區及本
場團隊共同完成，未來也交由社
區維護管理

▲多彩高粱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