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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歡迎各國駐臺農業外交人員蒞臨參訪
文圖 /蔡本原

110年 11月 29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鍾明娟科長
率同仁及美國、加拿大與新加坡共 11國各國駐臺農業外交
人員 22人蒞臨本場參訪，由李紅曦場長親自接待。一行人
抵達後，先品嚐本場特調紫錐花茶飲，獲得國外貴賓一致

好評。接著由李場長致歡迎詞，並介紹本場轄區產業特性

與概況及各協辦同仁，隨後觀賞本場簡介影片，再由陳彥

樺助理研究員導覽本場紫錐花、水稻、葡萄及循環農業等

研發成果，引發外賓莫大興趣，在現場與本場專家熱烈討

論。

隨後引領訪賓參訪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由葉文彬

副研究員介紹本場育成具濃郁麝香味之釀酒葡萄台中 1號
至 5號，並提供葡萄佳釀台中 1號 (醺 )及台中 5號 (粉洪 )
淺酌品飲；再由蘇致柔助理研究員解說打樣中心的任務，

並提供芭樂果乾品嚐，獲得訪賓熱烈迴響。最後引領外賓

至農機工場觀摩番茄苗嫁接機，由張金元助理研究員進行

講解，說明透過嫁接輔助機具，將較具技術性的項目交由

機器來操作，不僅大幅提升嫁接成功率，亦可有效紓解人

力；現場也開放貴賓實作演練，獲極大讚賞。中午則帶領

訪賓一行前往田尾鄉菁芳園，感受花卉美學浪漫及產業文

化。本次參訪活動，業讓各國駐臺單位瞭解農改場在農業

科技創新加值研發與產業升級輔導的努力與成果，並深化

與各國駐臺單位之合作鏈結，期拓展我國農產品及農業技

術外銷商機。

 ▲   蘇致柔助研員解說農產加值打樣中心
的任務

 張金元助研員 (右 1)講解番茄苗嫁接
機，並指導訪賓進行實作

110 年度臺中市優質甜柿
果品評鑑活動紀實

文圖 /徐錦木

本場協助臺中市政府於 110年 11月 17日假和平
區農會展售中心，辦理「110年度臺中市優質甜柿評
鑑活動」，共有 66組果品參與競賽。評審委員由臺
中市政府市政顧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種苗改良繁殖場及本場的專家學者擔任，評分標準為

外觀與果形 30%、脆度與口感 30%、糖度 30%及重量
10%。經過各項評分總和，評鑑結果第 1名為楊雅清，
第 2名為陳招興及田正旭，第 3名為周永藩、陳煌明
及董耀欽。

110年梅雨季節雨量偏少，甜柿著果率佳、產量
高，參與評鑑的果實甜度多數有 14-15oBrix以上、口
感好、色澤佳，為極佳的水果禮盒品項。農政單位推

行產銷履歷等 3章 1Q認證，為果品安全與溯源做把
關，確保產品符合檢驗標準可以安心食用。經由評鑑

結果的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大眾選擇依據。且在評

比過程中，農友彼此觀摩交流，有助於栽培管理與採

後 包 裝 處

理 技 術 提

升，讓整個

甜 柿 產 業

更加進步。

 ▲ 評審委員對甜柿的口感與脆度進行評分

仁愛鄉松林部落耆老訪談 -
從伊娜谷香糯米到部落作物與歷史

文圖 /鄧執庸

與松林部落白阿公認識是因伊娜

谷香糯米才牽起的緣分，筆者於 108年
進入部落輔導慢慢與栽培香糯米的族人

熟識，而白阿公即屬於栽培香糯米擁有

豐富經驗且不吝付出的耆老。為了更瞭

解伊娜谷香糯米及族人對部落作物的利

用，筆者於 110年 9月 15日前往部落
拜訪白阿公同時進行訪談。

白阿公分享了族人栽培作物的沿革，從日治時期前，族人多以小米、芋頭

等雜糧根莖類作為主食，直到與日人接觸後，日人提供部落族人水稻種子及栽

培技術，當時除了伊娜谷香糯米外亦有兩種不同的糯米品種，也栽培秈稻等一

般品種。而隨著時代演進，部落也經歷了多次遷村，光復後搬到部落現址後只

留下伊娜谷香糯米 (賽德克族語 T' bula)這個品種，阿公也提到：「T' bula做成
的麻糬放涼後仍能保留 Q彈口感、不會變硬」，這或許是它能一直被保留栽培
的原因；光復後族人所栽培的作物經歷多次轉變，從玉米、紅肉李到現在的蔬

菜，族人也嘗試栽培新興作物，卻也沒有忘記種植香糯米的傳統，而香糯米也

回饋農友馥郁的芬芳及美好的滋味，香糯米麻糬成為族人喜慶婚宴不可或缺的

甜點。

最後，白阿公也講述了許多部落發生的故事，包括莫那魯道的霧社事件、

族人與日人接觸的故事、父親與部落名人的軼聞趣事。阿公述說這些故事時充

滿著懷念，而我們聽著也感染到這樣的氛圍，彷彿當年的場景歷歷在目。部落

的人事物就這樣透過一代代的口述傳承而延續下來，如同香糯米承接上一期的

種子不斷地栽培下去。

 ▲ 農委會國際處鍾明娟科長 (前排左 4)率同仁與各國
駐臺農業外交人員蒞場參訪，李紅曦場長 (前排右
4)親自接待

   ▲ 鄧執庸助研員於田間訪談白阿公 (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