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季刊

春天的縱谷田園，

像喧鬧的色彩市集。

嫩綠、粉紅、淡紫、雪白，

還帶著淡雅香氣。

瑞穗鶴岡文旦樹梢，

灑了滿園花朵糖霜。

農民，巧心的以花佐茶，

留住旖旎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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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動　自在　心縱谷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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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農

春茶，總讓人有無限遐想。

乍暖還寒，等不及搶著冒出頭的新芽，名為「不知春」，

香暖的茶湯包覆整個味蕾，如朝氣勃勃的春陽，餘韻流連久

久不散。

瑞穗的舞鶴山上，有一款季節限定的茶。

在鶴岡文旦花開時，茶農將香氣四溢的柚花與春茶一同烘焙，

成為舞鶴獨有的「柚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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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喝到柚花茶，是在東海岸的芭崎。

賣店負責人極力推薦縱谷好茶，味蕾乘著磯崎灣蔚藍海風，

濃郁的柚花香與茶香巧妙組合，

翱翔於花東縱谷的綠野平疇。

心底不自覺奏起《田園交響曲》，也就開始思念泥土和芳草。

她說，嚐遍各地的茶，還是縱谷茶香能讓人喝下一口，

然後發出「哈」一聲，充滿舒服和滿足的安心。

而第一次見到彭瑋翔，謙虛和善的型男茶農，竟也給我相同的心安。

他的話不多，只問我喜歡喝什麼樣的茶。安靜、不急不徐的泡茶動作裡，沒有

年輕人莽撞躁進。茶葉在蒸騰水間舞動，金黃色茶湯裹著熱氣傾注而下，真誠的

心意也在那個當下，完整獻上。

彭瑋翔是第四代茶農，雖在農家長大，父母卻沒有強迫子女接觸農事，頂多就

拔草、包裝。大學主修電子，曾想過往大都市發展，說什麼也該到竹科、南科謀

個「科技新貴」的頭銜。「但仔細想想，那似乎不是我想過的生活」，彭瑋翔和父親

商量後，決定退伍先回瑞穗，展開他的茶農生涯。

■ 彭瑋翔重新設計柚花茶包裝，獲選為花蓮縣伴手禮。

■ 彭瑋翔認為，泡
茶要有自己

的特色。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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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茶處處是學問，舞鶴地區茶園經營者

個個都是老經驗，彭瑋翔是唯一二十出頭

的小伙子，彭瑋翔說，前半年不知道自己

該做什麼，別人一個口令你就一個動作，

也有人懷疑，年輕人回茶園能幹嘛？

父親彭成國並不親自教他，每個製程

都有師傅，就跟著他們學，也沒人因為他

是「少東」就有特別待遇。採茶農忙，天

還沒亮出門，烏龍茶、蜜香紅茶採收方式

不同，夏天還要算準 Timing，免得茶葉被

曬傷，當天採收的茶菁，必須全部完成炒

茶，收工已是半夜。重複動作、且勞力密

集的工作，很少有年輕人受得了。

■ 小綠葉蟬身型小，是蜜香紅茶大功臣。 
脫殼後，長出羽翼的成蟲。(圖片：彭瑋翔提供 )

型男茶農想做的，當然不只做茶。他希

望改變茶葉包裝，導入商品設計概念，讓

自己家的茶有識別系統，也從中將家族四

代在後山堅持種茶的理念，讓更多人知道。

為了紀錄茶園生活和生態，彭瑋翔開始

學拍照。舞鶴最有名的蜜香紅茶，緣自茶

葉生長過程經小綠葉蟬的吸吮，但它的體

型只有0.5公分，彭瑋翔為此買了微距鏡頭

和齊全照相配備，觀察小綠葉蟬習性，在

萬綠叢中捕捉一點綠的身影。他還將採茶

和製程 po上 facebook與網友分享討論，

果真吸引年輕族群瀏覽共鳴，走出他與父

親不同的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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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是彭瑋翔另一個考驗，曾經他

也是手搖杯和罐裝飲料的愛好者，當家茶

園、參加展售會，必須學泡出好茶，首先

要調整敏銳的味覺，學種茶、見識有機茶

園好環境後，他戒了飲料。不過，剛開始

獨撐展售會陪客人喝茶，曾一天連喝十二

小時的紀錄，「頭一次知道喝茶會醉，頭暈

反胃。

彭瑋翔去年嘗試與當地民宿合作，推出

微型的「柚花季深度體驗」，兩天一夜的行

程，走訪柚子園、茶園、泡湯、品茗，反

應很好。今年三月中到四月初繼續舉辦，

除了假日團體梯次，也接受非假日的散客

預約，騎單車探訪茶鄉。重要的是，他以

茶農的身分說故事，互動層面從茶園、拍

照、環境、網路，讓的生命由此延續。

 ■   彭瑋翔紀錄茶園生活點滴，讓消費者和茶更貼近。

彭成國是很有個性的茶農，兒子要重新

設計包裝、展售會、架網站，授權彭瑋翔

主導，茶園崇尚自然的管理方式，還預留

部分區塊做改良和研究，婉拒企業契作的

提案，彭成國說，追求量的結果勢必無法

兼顧品質，自己家能做多少茶，就維持一

定水準。

茶該怎麼泡才好喝？彭成國的答案很有

性格，「喝的人覺得好，就是最好的泡法」，

喝茶才能延伸聊天的頻率。面對金牌獎的

老爸，彭瑋翔有初生之犢的無懼，他說，

現在無法超越老爸，但相信未來可以泡出

自己特色的茶。

那口好喝的茶，應該就和阿翔一樣有型。

封面故事

05 101 年 麗春

優惠剪好康
持截角正本，至吉林茶園購買茶商

品，可享八五折優惠。網路下載及

影印無效，每人限用一次，茶包與

比賽茶恕不折扣。

活動期限：101.03.20~101.06.19

柚花深度體驗活動

3/17 ～ 4/8，請預約報名
吉林茶園

花蓮縣瑞穗鄉迦納納二路169號

電話：03-8871463；0928-085309

優惠剪好康
101.03.20~06.19



鹿野高台是縱谷南端茶區，

近年以紅烏龍、蜜香紅茶為主推品牌。

種茶三十年的李金榮、洪麗鳳夫婦，

以有機農法回歸茶的本質。

順著茶性去走，就是縱谷最真的滋味。

才是茶道
回歸茶本色

■  小綠葉蟬吸吮過的茶葉，葉片捲曲。茶農依此判斷製作
蜜香紅茶原料。

■  洪麗鳳是最美的
茶娘，卸了

妝照樣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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俐落短髮、剪裁合身的套裝，與其說是

茶娘，洪麗鳳給人的感覺比較像 OL。

嫻熟的泡茶手法，舉手投足盡是優雅。

那茶，似乎也染了執壼者的秀麗，在鼻

尖、舌尖輕盈依偎。

一整片窗格映著庭園風景，沒有太多矯

飾，綠草如茵，和二棵茂密的大樟樹。這

是李金榮出生 、成長的地方，兄弟姊妹都

離開家鄉，只有他守著土地，承襲務農。

洪麗鳳說，高台以前放眼望去都是茶

園，茶商到此收購茶菁。他們從種茶、製

茶、販售一手包辦，經營批發時，供貨量

大，兩人常忙到好幾天不知「床」為何物。

當時，市場的茶葉評等，逐漸以高山茶、

和茶區為標準，「只要說這批茶是在那個山

頭種的，就決定價格。」這種「命定論」逐漸

忽略探索茶的價值，一味追高特定茶種價

位，加上外來茶的凌厲功勢，洪麗鳳重新

思考茶的意涵。

「唯有回到土地，回到傳統，才能發揮

本土茶的能量」，十多年前，洪麗鳳以鹿野

本地茶種，發展出蜜香紅茶，以及稍作變

革的紅烏龍，滿足顧客不同喜好，而且決

定做有機。李金榮卻是百般不願，「要做有

機，你自己做，不要拖我下水」。

畢竟，茶農已經習慣使用農藥和化肥，

快速方便、節省體力和人工。「有機，光是

拔草就會累死人」洪麗鳳笑著說。在她的觀

念，「有機」只不過是回歸傳統耕種，當初

回到鹿野種茶，就是靠人力除草、施有機

肥、修剪和採收，李金榮說不過老婆，展

開「由奢還儉難」的日子。

■  大量落地窗的品茗空間，由洪麗鳳一手規劃

■  李金榮對茶園的呵護，是赤腳的溫柔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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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用農藥很容易，要回復土地卻得

花上更多倍的時間，從決定回頭做有機，

到通過認證，走了十多年。我發現李金榮

習慣打赤腳，他說，一般的鞋跟會讓茶樹

根部受損，在茶園脫了鞋，就再也不想穿

鞋。洪麗鳳卻私下「吐槽」，因為做茶太

累，常發生三更半夜被叫起來炒茶，找不

到鞋的窘態，乾脆不穿省事。

夫妻倆帶我們去看茶園，冬片採過後就

沒再管，咸豐草比茶樹高，李金榮還興奮

的摘一大把龍葵，問我要不要帶回家炒來

吃？這可是當令最棒的野菜！

茶樹是對氣候很敏感的植物（萬物可

能只有人類對氣候最冷感），今年寒流不

斷，抽得新芽參差不齊，「不知春」快錯過

了，洪麗鳳盤算著要雇工採收，還是直接

修掉。她堅持只做春冬兩季，氣溫適合茶

葉緩慢的長，保水度夠，夏天茶葉成長飛

快，且烈日易破壞茶的風味。

■  有機茶園隔離設施，是管理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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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茶的產量比以前銳減三分之二，又捨

棄夏季茶，常有人質疑「這樣做能撐多久？」

洪麗鳳直言「壓力很大」，產量的問題以外，

要符合有機標準，每個作業細節都要謹慎，

稍一疏漏就會砸了辛苦建立的招牌。

「所以，你別看我現在穿洋裝，客人離

開，照樣要下田、製茶」，洪麗鳳才說完，

就接到故宮來電下單，二人又開始包裝茶

葉。

我捧起早上採的蜜香紅茶，嗅著像戀人的

香，幸福的不想離去。

■  庭院老樟樹有六十年樹齡

■  簡樸風格的茶葉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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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品有機茶園

臺東縣鹿野鄉
永安村福鹿路

213號

電話：089-551607



大探險
打著燈籠

韓國漫畫家創作的〈昆蟲歷險記〉，描述

三個身體縮小的小學生，近距離重新

認識昆蟲生態，逗趣且富知識性的漫畫，

創下銷售佳績。現在，可以不用縮小身

體，在春季的鯉魚潭，跟著螢火蟲的小燈

籠，也能進行一場有趣的生態大探險。

鯉魚潭擁有豐富生態，低度人為開發，

日照時間短、山林水岸等條件，造就昆

蟲、蛙類和鳥類生活的天堂。四、五月間

是螢火蟲繁殖期，夜幕低垂，打著燈籠四

處找「女朋友」的螢火蟲，飛舞在環潭步

道，閃耀的夢幻光點，宛如掛上星星般的

簾幕，令人驚嘆。氣候回暖的季節，也是

深度拜訪鯉魚潭的好時機。

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近二年在池南部落

推動環境教育、生命教育，理事長葉美青

與社區居民將貧瘠的河床地，整理出適宜

蝴蝶生長的植栽環境。葉美青說，鯉魚潭

■  鯉魚潭山光水色蘊含多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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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生物多樣化的地方，棲地學會並沒有

刻意將特定蝴蝶種類帶進來，而是藉著植

栽和自然環境建構，讓蝴蝶自己飛過來，

同時，也串起生物的食物鏈，鯉魚潭更具

有生命力。

在棲地學會的農園網室，栽種不同蝶類

的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遊客可以透過專

業解說員的導覽，觀察到十多種的蝶卵、

幼蟲、蛹和蝴蝶。葉美青表示，這裡不但

是孩子們自己發現自然奧妙的最佳教材，

親子從生命蛻變歷程，增進情感互動。而

且有許多企業或建築師，到農園參訪體

驗，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影響了

大家對土地的觀點。

縱管處與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今年推出

「賞螢、賞蝶」的生態遊程，遊客白天可以

騎著自行

車，沿環

潭步道享

受悠靜的湖畔風光，並在棲地學會的蝶類

生態園區，觀察蝶類的生命週期，晚間再

由縱管處的解說志工帶領，夜探螢火蟲的

家。

生態旅遊之餘，潭南樹屋是由社區部落

經營的阿美族風味餐 ，也配合賞螢季推出

樹皮螢火蟲製作，體驗兼具傳統和創新的

阿美族文化。

縱管處特別貼心的叮嚀，螢火蟲非常害

羞，強烈的燈光也會干擾牠們尋覓伴侶，

遊客儘量輕聲細語，夜觀手電筒需罩上紅

色玻璃紙，並注意自身安全。詳細活動資

訊及預約報名方式，請上縱管處官網查詢。

■  環潭步道能從不同角度體會山水之意

■  棲地學會的農園，可以觀察蝴蝶生命週期

■  蝴蝶停在我身上
。

圖片：花蓮縣棲
地保育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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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谷享讚

鯉魚潭賞螢、賞蝶生態之旅

活動、報名訊息

縱管處遊憩課：03-8875306 ext 669

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03-8654218



縱管處與業者共享15週年成果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成立，今年邁入第

十五年。縱管處五月一日處慶，舉辦

與業者互動的研討會，並擬訂「綠動、自

在、心縱谷」的行銷理念，讓花東縱谷轄內

十五個鄉鎮，共同在國際旅遊市場飛出一

片天。

縱管處處長陳崇賢表示，這並不只是縱

管處15歲生日，而是158公里跨距裡，每

位投入縱谷旅遊發展業者和居民，值得紀

念與回憶的日子。花東縱谷從臺灣後山成

為旅遊達人最愛的樂活慢遊，以及自行車

的經典路線，是由許多業者和旅遊服務人

員一起努力的成果。

為了與更多人分享縱谷成長的點滴，

除了五月一日處慶活動，並舉辦一系列的

珍珠行程探訪和研討會活動。透過專業人

士和業界就未來縱谷觀光發展，相互交流

經驗和意見。顧及花東地理位置狹長，研

討會將分為五月二日的花蓮場，及五月十

日、十一日在鹿鳴酒店舉辦臺東場次。

陳崇賢說，花東縱谷綠廊，具備二大板

塊接合處的特殊地理環境，這條綠色脈動

就像臺灣的生命線，孕育多元文化和農特

產品，遊客能在此感受到自在心境，並心

繫縱谷難忘的風土民情。「綠動、自在、心

縱谷」的 Slogan，是未來縱谷行銷的核心，

也將以此建立縱谷的

旅遊品牌，形塑相關

產業的形象。

新建完成的羅山管

理站暨遊客中心，定

位為縱谷文創平台，

開幕首展，是由素人

石雕家黃順男，以「山

中精靈」為主題的戶外

裝置展覽。黃順男早期

專注於廟宇雕刻，深厚的石雕底子，銳利

的社會觀察，與柔軟的心思，作品呈現直

率樸質的表情，既幽默又帶著寧靜。本次

邀展作品配合羅山有機村，以貼近自然靈

動為訴求，藉著石頭材質和溫度，傳導天

地妙不可言的感動。

動  自在  縱谷  

■  黃順男的「小沙彌」作品，獲臺南市官田葫蘆碑生態園區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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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超級 sales ―處長專訪

「沒有區內民間業者共同努力，就沒有今

天的縱管處」，這是縱管處處長陳崇賢常掛

在嘴邊的話。

因此，籌辦15周年系列活動，就秉持著

「花東縱谷所有人的生日會」為宗旨，並且

站在15年的基點，將縱管處定位於「行銷企

業」，形塑縱谷品牌，強力放送至國內外旅

遊市場。

總是以「觀光的超級 sales」自許的陳崇

賢，大學主修公共關係，碩士學位則是鑽

研企業管理。可能是綠島美麗家鄉的薰

陶，熱愛自然和美學，無形中也融入風景

區管理的思維。

積極、行動派是陳崇賢給人的印象，去

年到任後，主動拜訪區內業者。他認為，

業者、地方人士都是他在縱谷的前輩，能

提供寶貴的建議。整天坐在辦公室，只靠

紙上作業，絕對不可能成為優秀的行銷人

員。實地了解需求，發掘商品特色，時時

update，是縱管處的基本功。

因此，你可以常看到陳崇賢在縱谷「趴趴

走」的身影，吸收到好意見，隨即打電話回

管理處交辦，處長信箱更沒一刻閒著，文

件、企劃書隨時用智慧型手機上網閱覽，

真的像一名高效率業務員，掌握零時差的

先機。

交通部長毛治國盛讚縱谷俯拾即是珍

珠，可以串連成手環或項鍊的珍珠遊程，

其中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就是縱管處。

陳崇賢多次與地方產業座談會中，和業者

分享策略聯盟的經驗，單一產業無法變成

賣點，但各種產業混搭之後，卻能收到

1+1>2的效益，縱管處正在做的，就是把

這些珍珠串起來，包裝成精品，賣得好價

錢。

陳崇賢更要打破區域的門戶之見，聯結

鄰近政府部門整合行銷。首波籌劃與太魯

閣國家公園共同舉辦的「101K自行車活

動」，從太魯閣沿 193縣道至瑞穗，一次飽

覽峽谷、海洋和縱谷之美。另外，還有以

縱谷好茶、咖啡為元素的主題遊程，預計

七月推出，整合業者資源，遊憩商品的組

合更為豐富有趣。

陳崇賢期待，每年縱谷都由不同產業當

主角，主題遊程不斷推陳出新，讓遊客見

識耳目一新的「心縱谷」。

■  黃順男的「小沙彌」作品，獲臺南市官田葫蘆碑生態園區典藏

■  陳崇賢希望透過旅遊，讓遊客感受大地之美

■  花東縱谷遍地是珍珠，等您來發掘

縱谷享讚



■ 箭筍和翠綠山蘇，是春天爽口的蔬菜。

一口，
   山林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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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辣的蕗蕎，沾鹽生吃別具風味。

一口，
   山林春曲

筍，是土地和雨水賜給味覺的恩典。

低脂高纖，清爽脆嫩，任何烹煮和調

味各有風姿。

春暖，最先冒出頭的，產於中央山脈東

南側低中海拔的箭筍。每年三至五月，花

蓮的卓溪、萬榮、光復和鄰近鯉魚潭的秀

林等原住民部落，是主要產區。

原住民一早扛著背簍，深入密不見天的

竹林採收，箭筍大多為野生，純天然、純

手工，處理相當耗時費工，剝箭筍更堪稱

專業技法，經驗老到的部落婦女，十秒不

到就能剝得俐落又漂亮。

晶瑩透亮的色澤，讓人聯想到碧玉般

的短笛，一口咬下，山林春之頌在耳畔縈

繞，還能吃到綠色竹林簇擁著陽光的明

亮，精神也為之抖擻。

■ 箭筍能變化出許多創意料理。

與箭筍產期相同的蕗蕎，是隨時可食的

生菜，原住民將末端綠葉捲著白色鱗莖，

沾鹽生吃，口感極佳，辛辣的風味中卻有

綠葉平順的協調。春天到縱谷，非得體驗

筍、山蘇和蕗蕎的蔬菜魅力。

縱谷箭筍哪裡 buy
因緯度和生長海拔關係，各鄉鎮產

期略有差異，3-5月可洽詢鄉鎮公

所，或當地農會。

[ 卓溪鄉公所 ]：03-8883118

[ 萬榮鄉公所 ]：03-8751321

[ 光復鄉公所 ]：03-8702206

[ 秀林鄉公所 ]：03-86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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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農族射耳祭是
族人凝聚情感的

盛事。

無伴奏天籟美聲

■ 布農八部合音被國際喻為天籟。

臺灣原住民族中，布農族的八部合音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被國

際喻為天籟。

無伴奏、無樂譜，古代的族人更不可能

學樂理，卻能利用半音的堆疊共鳴，層層

迴旋而上，唱出有如涓滴匯流如潺潺瀑布

的和諧樂音。

暮春四月，是布農族一年最大的祭典，

小米完成播種後的射耳祭，族人祈求狩獵

能豐收，傳統以水鹿的耳朵為靶，因為水

鹿體型比山豬和山羊大，是布農勇士最想

得到的獵物，昔日族人也在此時教導男孩

射箭。

花東縱谷的萬榮鄉馬遠村、卓溪鄉、臺

東海端、延平鄉等布農聚落，均會舉辦隆

重而盛大的射耳祭，凝聚族人情感，並傳

承文化技藝。祭典中的祭槍、報戰功等儀

式，在現代社會已很難見到，仍是布農族

重要的生活環節。

而布農衣飾喜歡運用的百步蛇圖案，象

徵族人與百步蛇深厚的愛護與尊重，百步

蛇在布農語稱為「Kaviaz」，意為好朋友，每

個部落都有許多關於百步蛇的傳說故事。

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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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剪好康
持活動截角正本，至天龍溫泉飯店住宿，可享房價平日六折，假日八五折，

不限房型。每人每次限用一張，網路下載及影印無效。

活動期間：101.03.20∼ 101.06.19

平日：週日至週五        假日：週六

■ 霧鹿砲台於1903年由俄國製造 ■ 峽谷的金色岩壁，陽光下更加耀眼

霧鹿峽谷  美不勝收的彩色溫泉

從池上轉進南橫公路，約半小時就能

抵達海端鄉的霧鹿峽谷。布農族人世居於

此，目前仍保有原始的自然風貌。部落

上方制高點的霧鹿砲台，已有一百多年歷

史，砲口對著部落，是當年日本人為了鎮

壓反抗的布農勇士所設置，在悠靜的峽

谷，更突顯出物換星移的記憶脈絡。

霧鹿峽谷因為板塊擠壓形成，垂直溪

谷，氣勢壯闊，岩壁蜿蜒的褶皺，是地殼

運動留下的印記。最特別的是，霧鹿溫泉

沿著岩石縫隙流出，形成難得一見的溫泉

結晶和鐘乳石，如金色瀑布宣洩而下，名

符其實的「金壁輝煌」。

「霧鹿」的地名，據說就緣自溫泉水由地

底和山壁冒出，發出「霧鹿霧鹿」的聲音，

可見從很早以前，溫泉水就相當豐沛！在

此經營飯店的張紅雲說，清晨氣象萬千的

峽谷雲海，與南橫特有的天龍二葉松，加

上布農族故事，讓霧鹿之美更有內涵。幸

運的話，還能在飯店露天浴池，遇見藍鵲

泡湯的可愛模樣。

張紅雲每天為遊客精心安排峽谷導覽，

隨身帶著一個大茶壼解說，1.5公里的說故

事旅程，每幅景致都有了動人的表情。導

覽路線終點是六口溫泉，茶壼此刻派上用

場，無色無味攝氏94度的溫泉水，煮蛋最

好。眺望峽谷，品嚐軟呼呼的溫泉蛋，真

是峽谷最棒的活力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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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溫泉飯店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1-1號

電話：089-935075

優惠剪好康
100.03.20~06.19



你可能不知道，花東縱谷是花粉的重要

蜂場，甚至有南部的蜂農舉家搬遷數

十萬隻蜜蜂，只為採集花粉。而花粉主要

植物，是俗稱「埔鹽」、「山鹽青」的羅氏鹽

膚木。

羅氏鹽膚木果實成熟後，外表會有一層

薄鹽，是以往山區原住民的鹽分來源，尤

其分佈在高山的布農族。早期族人亦將堅

硬的枝幹，製成槍管，燃燒後的鹽膚木炭

粉，則為火藥原料。因此，布農族人將其

喻為「珍貴的樹」，是花東縱谷時常可見的

樹種。

特別的是，這種樹不但有鹹味，它的花

亦為蜜源植物，中秋過後，圓椎花序在樹

頂盛開，黃白色的羽狀花朵，是養蜂人家

的最愛，會在花季放養蜜蜂，採集花粉。

遠從臺南市翻山越嶺而來的陳俊男，是

南化養蜂產銷班班長，為了找尋好品質的

花粉，二十年前找到臺東縣紅葉部落附近

的蜂場，當初只打算嘗試性的供貨，這一

採，如今都升格當「阿公」了。

陳俊男說，縱谷花粉的高品質源自羅氏

鹽膚木均為自然野生，除去農藥化肥的疑

慮，而且集中生長，採集的花粉不會混雜

其他花卉。每年十月到隔年二月，夫妻倆

又鹹又甜的樹 

■ 羅氏鹽膚木的花朵，是蜜蜂重要的花粉來源。

■ 蜂群把握陽光充足的日子，辛勤採集食物   

迷埔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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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男不辭千里，尋覓縱谷的優質花粉

就帶著數十萬隻「蜂家人」，在縱谷採花粉、蜂王乳。三月

龍眼花開，再全家搬回臺南，展開採龍眼蜜的生活，堪稱

臺灣的遊牧民族，不過他牧的是蜂，逐的是花。

陳俊男說，秋冬天氣變化大，遇上低溫蜜蜂會罷工，蜂農

又將牠們辛苦採來的花粉「偷走」，想當然蜜蜂就容易「火大」

了，所以採花粉要留意不被螫傷。他還要我仔細聽蜜蜂的聲

音，隨溫度、採集標的不同，蜂鳴聲都有差異。暖冬少雨，

花粉產量較多，例如去年底全臺日照天數創下最低紀錄，花

粉產量足足減少一半。

他的妻子張美雪說，養蜂三十年，很喜歡到縱谷的半年，

一出門就是大自然，心情也放鬆了，縱谷初春的花海，大片

金黃色油菜花，更是蜜蜂養精蓄銳，調整體力的好蜜源。「等

於和先生到縱谷度半年蜜月，蜜蜂也跟來 long stay」，她開心

的說，笑容裡有花粉淡淡的清甜。

■  飛六公里，蜜
蜂一次只能採

集

二小顆花粉，
越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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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5周年系列活動 

5/1（二）
上午10:00

縱谷15周年系列活動開幕

5/2（三）
15周年觀光研討會（花蓮場）
東華大學

5/10、11
（四、五）

15周年觀光研討會（臺東場）
臺東 鹿鳴酒店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
賞螢、賞蝶深度之旅

鯉魚潭

4月至6月
珍珠探索無縫接駁之旅

鯉魚潭至光復景點接駁專車

相約縱谷

101年春天，花東縱谷正式發行旅遊季刊，

除了管理處訊息，我們納入業者、文化脈動，

期望提供遊客、業者、在地文創更多平台。

      

101年，

也是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15周年。

15年來，很多人看著縱谷蛻變，

也跟縱谷一起成長，

或者，每年都和縱谷有個親密的見面會。

請你，繼續，

和心縱谷談一場永誌不渝的戀愛吧！

遠方青峰輕攏山嵐，就著水田攬鏡顧盼，春意也多了幾分嬌媚

相約縱谷 15 年

5月的馬太鞍溼地荷花綻放，也
是生態旅遊的好據點

立春前後是農家插秧時節，秧苗如

絮語，撰寫一大落一大落的篇章

詳細活動訊息請電洽縱管處03-8875306，或參閱縱管處官網 http://www.erv-ns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