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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屆
美
濃
黃
蝶
祭
｜
祭
典
︼ 

工
作
團
隊
名
單

活
動
統
籌
︱

邱
靜
慧
、
劉
逸
姿

顧
問
︱

劉
孝
伸
、
黃
淑
玫
、
宋

廷
棟
等

接
待
組
︱

鍾
秀
梅
、
鍾
鐵
鈞
、
劉

孝
伸
、
張
二
文
、
楊
瑞

霞
、
黃
鴻
松
、
宋
長
青
、

宋
廷
棟
、
賴
漢
生
、
黃

森
蘭
、
林
秋
香
、
林
生

祥主
祭
者
︱

李
永
龍
、
張
高
傑

主
持
人
︱
溫
文
相
、
李

依
柔

儀
式
組
︱

陳
立
蕙
、
宋
盈
瑩
、
陳

亭
瑾
、
羅
翊
紘
、

美
濃
國
中
／
劉
軒
嘉

旗
美
高
中
／
宋
莉
蓁

誦
讀
祭
文
︱

指
導
老
師
／
林
瑞
梅

龍
肚
國
小
／
陳
柔
慈
、

張
鈞
洋

宣
誓
生
態
公
約
︱

指
導
老
師
／
朱
郁
柔

旗
山
國
中
／
王
稚
晴

美
濃
國
中
／
楊
永
承

著
裝
區
︱

中
圳
社
區
藍
衫
大
隊
／

蘇
英
、
黃
淨
枝
、
鍾
綺

華
、
曾
郁
茵
、
林
美
英
、

溫
家
怡
、
洪
麗
淑
、
劉

成
海
、
林
美
香
、
林
燕

鳳
、
陳
明
珠
、
洪
麗
淑
、

劉
成
海
、
林
美
香
、
林

燕
鳳
、
陳
明
珠
、
徐
蘭

英
、
蔡
雯
君
、
鍾
彩
孃
、

曾
裕
紘

客
家
八
音
︱

林
作
長
客
家
八
音
團
︵

林
作
長
、
馮
菊
英
、
蕭

福
妺
、
黃
福
田
︶
、
竹

頭
背
客
家
八
音
團
︵
鍾

兆
生
、
吳
佩
玲
、
黃
沛

文
、
潘
俊
名
、
馮
駿
瑋)

、

美
濃
國
中
八
音
團

請
伯
公
︱

社
區
代
表
／
傅
兆
鎮
、

鍾
達
榮

生
物
多
樣
性
旗
隊
／

龍
肚
國
小
：
陳
惠
敏
、

李
佳
穎
、
楊
楷
澤
、
劉

耿
豪
、
蘇
備
得
、
鍾
沛

恆
＋
羅
建
軍
、
周
承
毅
、

美
濃
國
中
客
家
八
音
社
、

美
中
客
家
藝
文
團
隊
、

中
圳
社
區
藍
衫
大
隊

向
河
流
致
敬
︱

身
聲
工
作
坊
引
導
員
＋

全
體
學
員

志
工
／
朱
郁
柔
、
蘇
蓓

婕
、
宋
長
青
、
林
奇
葦

花
冠
製
作
／
長
榮
大
學
：

陳
玟
蒨
、
葉
妤
柔 

永
續
美
濃
獎
︱

美
濃
國
中
鄭
志
昇
校
長
、

瀰
濃
非
營
利
幼
兒
園

暖
場
演
出
︱
美
濃
國
中

客
家
八
音
社

嗩
吶
手
／
曾
悅
庭
、
連

乙
安

椰
胡
／
劉
昱
瑩
、
陳

思
琪
、
羅
一
展
、
吳

梓
銜
、
張
粲
風
、
邱
采

瑩
、
劉
明
彥
、
黃
湘
涵

鑼
鼓
／
王
佳
豪

銅
鑼
／
黃
建
騰

暖
場
演
出
︱
美
中
客
家

藝
文
團
隊

古
智
旻
、
曾
怡
嘉
、
李

益
婷
、
溫
芸
欣
、
王
衣

秀
、
鍾
淑
芳
、
李
宜
臻
、

林
子
琪
、
吳
欣
、
朱
佳

瑜
、
林
宸
鋒
、
何
秀
玲
、

黃
學
梅
、
劉
人
瑄
、
黃

采
馨
、
宋
銘
朗
、
古
鎧

瑜
、
黃
意
晴
、
宋
美
慧
、

曾
詠
峰
、
張
閔
如
、
陳

沛
孜
、
陳
建
智
、
陳
雯

琪
、
鍾
惠
如
、
羅
筠
臻
、

宋
采
燕
、
吳
宗
祐
、
邱

姿
穎
、
曾
悅
庭

指
導
老
師
／
鍾
淑
英

帶
隊
老
師
／
歐
建
呈
、

林
子
傑
、
蘇
志
忠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二
十
二
屆
美
濃
黃
蝶
祭
開
幕
圓
滿

成
功
，
感
謝
各
界
共
同
參
與
，
提
供
了
我
們
非
常

多
的
協
助
。
承
蒙
！

▲龍肚國小陳柔慈（左二）、張鈞洋（右二）誦讀祭
   文〈揚葉仔飛歸來〉。（攝影／連偉志）

▲由美濃國中楊永承（左一）、旗山國中王稚晴（左二）
   帶領眾人宣誓黃蝶翠谷生態公約。（攝影／連偉志）

▲美濃國中鄭志昇校長獲頒永續美濃獎。
  （攝影／連偉志）

︻
第
13
屆
農
村
願
景
會
議
︼

回
到
農
村
：

危
機
反
思
與
多
元
展
望

　
﹁
農
村
﹂，
做
為
一
個
承

載
農
業
發
展
的
生
活
場

域
，
因
著
長
期
性
城
鄉
發

展
失
衡
，
現
今
正
面
臨
諸

多
困
境
：
農
業
產
銷
失
衡
、

人
口
流
失
與
老
化
、
土
地

非
農
用
的
掠
奪
、
傳
統
文

化
沒
落
與
消
失
︙
等
，
讓

農
村
難
以
擺
脫
待
援
助
的

既
定
印
象
。
關
注
農
村
議

題
並
非
懷
舊
或
回
到
過

去
，
而
是
藉
由
反
思
農
村

的
存
在
價
值
與
定
位
，
探

尋
台
灣
永
續
發
展
的
路

徑
。

　

近
幾
年
來
許
多
關
注
農

村
發
展
的
農
友
社
群
或
返

鄉
青
年
，
累
積
不
同
的
實

踐
案
例
，
有
挫
敗
經
驗
，

也
有
令
人
引
頸
期
待
的
創

意
實
驗
。
本
次
會
議
透
過

農
村
工
作
者
的
經
驗
分

享
，
以
農
村
價
值
為
本
，

嘗
試
用
前
瞻
性
的
觀
點
來

展
望
農
村
生
活
的
多
元
發

展
，
邀
請
各
界
關
心
台
灣

農
村
發
展
的
夥
伴
們
，
共

尋
台
灣
農
村
未
來
願
景
。

︻
活
動
洽
詢
︼

︿
台
南
市
新
化
社
區
大
學
﹀

   06-5905880

︵
週
一

至 

週
五14:00-21:00

︶

︿
社
區
大
學
全
國
促
進
會

南
部
辦
公
室
﹀

   07-5509460  

︵
週
一

至
週
五09:00-18:00

︶活動報名與詳情

早起的人兒有茶採
　約莫像早起吃蟲的鳥兒，六點半就從六龜十八羅漢山出發前
往新發茶園，開始一天的採茶、揉茶、烘茶、品茶，還會把茶
葉做成好吃的福龜餅。
　欣園製茶的茶，是比照野生、不施肥也不灑藥，蔬果界稱之
為友善耕作、茶界稱之為「野放山茶」。這裡的山茶跟一般茶
葉的樹型長得有一點不一樣，也因為是野放的，所以產量的穩
定度也有差別。
　為什麼要介紹六龜山茶給大家認識？常聽人說社區沒有年輕
人要回來，六龜這裡明明一大堆阿！而且各有專業有理想：返
鄉的阿勇把家裡的茶園經營得有聲有色、留鄉的茂興和玫吟兩
夫妻善用在地食材結合烘焙，所以才有如此甜而不膩的茶香福
龜餅。他們都專注做好一件事，就是讓六龜的好讓更多人看
見。
　此外，為減少地球負擔，要懇請參加的朋友自備「碗筷及水
壺」（冷泡茶無限供應），另外讓大家帶回家的兩顆福龜餅，我
們會準備「茶葉染蜂蠟食物袋」給各位盛裝。

︵
未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