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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了炎炎夏日，素有紫色珍珠之稱的「布農TOYOkA」豐丘巨峰葡萄採收期就要到了，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原促會）負責產業的同仁早已做好各項的準備，靜待葡萄豐收日的到來。

每當看著筆記本內的行事月曆，心裡總會緊張著：部落下一個季節產品產出的時間是不是到了？我們的準備到底夠不
夠？這一季的訂單能不能滿足部落的出貨量？這一季的品質是不是能滿足消費者？

關係著部落產品的相關問題都一一出現在我小容量的腦袋裡，所幸，原促會的工作團隊與部落多年合作的默契都能讓
每一季的進出貨順利進行。

在葡萄產出前，我們總是要進行一些例行的工作如「藥物殘留檢驗」，平常除了產銷班班員的田間管理工作外，在採
收前最重要的就是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毒試所）的採樣人員，來到葡萄園做實物採樣送檢。

有機葡萄有學問
唯有通過檢驗的班員，部落e購（原促會所設立之原住民共同產銷平台）才會為班員出貨，而這些採樣的工作及出貨
的機制，一直以來都是被班員所認同的，每當採樣時間一到，班員也都願意配合毒試所採樣人員入園剪下約2公斤量
的葡萄送檢，班員如此配合檢驗，為的是讓消費者能更安心享用葡萄，亦是班員對自己產品負責的一種態度。

也許有人會問：「葡萄都不使用農藥嗎？」這也是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班長常說：「葡萄要做到有機，真的
很難。」

病蟲害過多是個問題，對於以露天栽培的產銷班班員來說，更是困難重重，所以班員在用藥上都非常小心，用量總比
一般所要使用的量還要少，主要是不讓藥物有殘留的機會，亦可達到抑制病蟲害的蔓延，把傷害降到最低。

班員也認知到，這樣的栽培方式除了可讓作物能健康的成長外，也是對整個大環境友善，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友善地
對待我們所仰賴生存的大地，大地會以友善的方式回報給我們。也就是說，大地將以豐碩的作物收成，來回報友善對
待大地的人們，其實這樣的做法，就是與大地共存的不變的法則。

友善對待環境
由於產銷班有著這樣的堅持及理念，讓我們在2008年12月，為豐丘部落第六產銷班爭取到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
公司的善心贊助款，提供產銷班針對葡萄品質的提昇，及「布農TOYOkA」品牌推廣的基金。

這些贊助費用，讓朝著有機方式栽培的班員，能有足夠的基金可購買割草機、有機液肥攪拌機組、有機液肥資材、防
治資材、包裝資材、電腦等等。

為了能好好利用這些物品及不浪費好不容易取得的贊助款，我們與產銷班共同討論出了讓這些費用可以永續的回轉機
制，及物品管制的方式，而不只是免費的使用這些資材，並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在機具方面，班員分成5組，由各小組管理及維護所分配到的機具，當然，所發生的維護費用，也都由各小組承擔，
而消耗品如：有機液肥及包裝資材的禮盒、防鳥袋、三角袋等，這些物品班員都需自掏腰包，以大家討論出的價格購
回使用。

生產基金 為部落救急
在有機液肥的部分，因為會調配液肥的班員非常少，而班長為了讓所有班員的品質能達到一樣的水準，特別挪出更多
的時間為班員調配有機液肥，再由班員購回使用，這些收入就做為產銷班的班基金。

班基金除了使用在往後購買包裝材料及其他消耗品外，班員更討論出班基金應提供出來做為部落的急難救助費用，因
為班員認為，身為豐丘部落的一員，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是有義務為部落付出，這也是與部落共存的生活法則，就如
同與大地共存是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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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又到了採收前的大事「藥物殘留檢驗」，我們依約來到全所福班長的工寮內等待毒試所的採樣人員，班員
也陸陸續續來報到。

一些班員討論著使用有機肥等問題，我們則拿出班長自費購入的甜度檢測儀器，現場剪了一串班長果園內看起來已轉
色但尚未成熟的葡萄。

選葡萄 看最尾串
班員說，整串的葡萄最下面那一顆若是甜的，那整串葡萄就會是甜的，所以我們就剪下最下端那顆果食來測試，擠壓
著葡萄，滴了幾滴葡萄汁液在儀器上，瞇著眼仔細看著儀器內的度數，哇！尚未成熟的就有18度耶！待成熟度夠了
，酸味也退了，那甜度一定又會再提昇個幾度。

這時班員再拿了顆放在桌上較早成熟的葡萄果食讓我們來測試一下，同樣的滴了汁液在儀器上，瞇著眼仔細看，超出
21度耶！甜度似乎太高了些，這樣吃起來喉嚨會不舒服，想喝水吧！我們開玩笑的對著班員說，大家都笑了，開心
著這一季的葡萄甜度並沒有讓大家失望，相信也會得到消費者的喜愛。

在愉快的談話中毒試所採樣人員到了，由於已做了幾年的檢驗合作，大家也都很有默契的分兩條路線進行，採樣工作
的進行方式，就是在同一個葡萄園內各處採收葡萄果實，也就是要分散著採、而不是集中採某一處的果食，這樣檢驗
出來的數據才能更確實。

採收約2公斤的量後，封存於毒試所提供的檢驗紙袋內，並於紙袋外填寫農戶相關資料，還需農戶簽名確認，即完成
採樣工作。終於，在日正當中太陽正大放光芒的時候，結束了所有接受檢驗班員的採樣工作，每個人都滿身大汗，皮
膚也都黑了一些，但跟平日在烈日下工作的農戶來比，算不上辛苦。

結束了例行的採樣送檢工作後，接著就是等待毒試所兩個星期後寄回給班員的檢驗報告了，相信在班員平時細心的照
顧下，每位班員都能順利的通過檢驗，而喜愛「布農TOYOkA」豐丘巨峰葡萄的朋友們，再不久就可以吃到甜度高達
18度以上的紫色珍珠囉！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專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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