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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女力再現黃金傳奇–天之蕉女黃稚淋
文圖/蔡本原

香蕉在臺灣農業發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該產業在 39年至 49年間曾為我國賺

取巨額的外匯收入，在全盛時期，臺灣享有「香蕉王國」的美譽。

南投縣集集鎮素有臺灣香蕉的發祥地之稱，蕉農世家第 5代黃稚淋從小就在香

蕉樹下長大，每逢產業轉折變動，父親屢屢為香蕉產業發聲付出心力，在 101年的

時候決心返鄉，與家人共同打拼。返鄉首年，由於香蕉產量過盛，衍生一些新聞負

面的報導，導致大部分蕉農心血付諸流水，加以外銷市場對國產的香蕉不熟悉，評

價亦不高，內憂加上外患，稚淋的首要任務就要打響「集集山蕉」的知名度，重現

當年進貢給日本天皇御用的風光榮景。稚淋透過建立品牌、增加曝光度並研發山蕉

加工產品調節產銷失衡狀態，另一方面先後打造山蕉歷史文化館及成立 Jijibanana集

元果觀光工廠，將山蕉產業打造成知性與休閒結合的新興旅遊景點，逐步發揚山蕉

文化。

面對市場瞬息萬變的挑戰，稚淋擘劃出未來農場經營的 5

個層面。首先，扎根「在地文化」，將山蕉產業與在地鏈結，

建立獨特性的品牌形象；力行環境教育，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的

「循環農業」；推廣「食農教育」，重建飲食文化，提供民眾

更完整的飲食知識；更將香蕉「融入生活」，不僅開發蕉叔薯、

山蕉捲捲酥、蕉心巧克力及鳳蕉酥等研製產品，也運用香蕉莖

編織各式生活用品，加值香蕉產業；在「觀光休閒」方面，全

家共同打造臺灣第一座以「香蕉」為主題的觀光工廠，生態教

育園區內栽種 110種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品種的香蕉，落實農業

六級化，創造出產品與服務的新價值。假日的時候，不妨到集

集一起「蕉」個朋友吧 !

來吃枇杷正對時 ! 
臺中太平、南投國姓枇杷評鑑

文圖 /吳庭嘉、葉文彬

金黃飽滿的枇杷，嚐起來酸甜多

汁，讓人看了口水直流。開春後最早

採收的水果 -枇杷已開始進入產季，

每年 2月至 4月是枇杷盛產期，能發

現這位嬌客現身市場，可說是早春的

果中珍品。枇杷因外型與樂器「琵琶」

相似而得名，一年僅收成一次，但需依靠農民全年悉心照顧，包括進

行整枝修剪、疏花疏果、套袋，將養分集中，才能種出好吃的枇杷。

目前枇杷主要栽培品種為「茂木」，果皮及果肉為橙紅色，品質

佳的枇杷果粒大、果皮茸毛密佈且均勻、易剝皮、果肉比率高、果肉

細緻多汁、酸甜適口。109年 3月 13日臺中市太平區農會及南投縣國

姓鄉公所舉辦枇杷評鑑比賽，吸引許多農民參賽。枇杷評鑑標準包含

果實外觀、風味質地、果粒大小與糖度作為評分標準，選出今年度優

質枇杷。藉由評鑑活動

的舉辦，讓農友們互相

觀摩學習，提升中部地

區枇杷生產品質，並推

廣中部地區優質枇杷，

讓生產者種出信心，更

讓消費者吃得安心，今

年枇杷產期較往年略提

早，品嚐佳果要趁早。

▲評審一一品評參賽枇杷的風味質地

▲韃靼蕎麥之芸香苷為普通蕎麥之
2-10倍以上，常兼作保健用途

▲普通蕎麥具豐富蜜腺，可作蜜源作物

▲太平區農會總幹事余文欽 (左 1)及太平區區長許貴
芳 (左 2)大力推廣枇杷，果實粒粒飽滿，果肉細緻
多汁

蕎麥功能成分知多少
文圖／廖宜倫、施兪安

蕎麥為蓼科蕎麥屬一年生草本植物，食用種可分為普通蕎

麥 (Common Buckwheat)及韃靼蕎麥 (Tatary Buckwheat)，起源於

中國大陸，在臺灣為冬季裡作栽培，屬地方特產作物。因其生

育期短，可補救因天候因素造成糧食減少而引起糧食危機，向

來有救荒作物之稱。蕎麥種仁富含蛋白質、澱粉、膳食纖維及

礦物元素等可供食用，日本最有名的 soba拉麵即由蕎麥做成。

研究顯示，蕎麥具有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抗腫瘤等功效，

是一種具有高潛力的保健食品素材。根據本場研究結果，蕎麥

含有豐富的芸香苷及槲皮素等功能成分，而韃靼蕎麥的芸香苷

含量較普通蕎麥高達 2倍以上。

因蕎麥功能成分可供人

體作保健用，故蕎麥可兼作

糧食及保健功用，在臺灣冬

季裡作又可作景觀、綠肥及

蜜源作物，為雜糧作物中難

得之多功能作物，值得農友

栽培及民眾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