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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心澆灌呵護草莓田（圖片提供／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草莓幼果時期（圖片提供／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東山合作社還種植紅龍果、鳳梨、玉米等作物

果然醬，你吃了嗎？

 2021年4月，站所架上有一個非常吸引
社員眼睛，無法輕易走過錯過的產品，
「果然醬-手工草莓果醬」。這款草莓果
醬是由蘿拉食品加工，使用的是合作社
指定的草莓，外觀正常紅色，食品標示
處沒有長長的火星文，簡單沒有多餘的
包裝，毫不猶豫立馬帶兩瓶回家。
 加入合作社以後，對食物食品的敏感度
極高，每次購買前必定詳細閱讀食品標
示，市售的果醬幾乎都有化學香精與色
素，草莓果醬在家裡的餐桌已經缺席很
久了。

「味道」也需要校正回歸

 煞有其事地端坐在餐桌前，慎重的打開
瓶蓋，要近身聞才嗅得到草莓的香味（
正常），不會刻意的黏稠（正常），吃
起來沒有濃烈的草莓味而是剛剛好又爽
口的甜味（正常），看似所有的不完美
，才是食物最原始的味道，也是社員們
要選擇的味道。
 這些嬌滴滴貴桑桑，又是合作社指定的
草莓們到底來自何方呢？於是，故事就
來到了台南市東山區。東山產業生產合
作社，又名番社蔬果聯盟（番社為東山
地區在日治時代的舊名），由在地的五
位紅龍果青農大哥創立而成，懷抱著友
善、永續、安全、品質、傳承、在地六
大核心理念，一步一步在東山走出翻轉
農業，在地傳承永續的路。

千里馬需伯樂  好草莓需合作社

 東山合作社目前供給合作社的有紅龍果
、鳳梨、番社16號米、白龍王玉米，與
最令人好奇的草莓。
 在跟北部完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要種
出合作社環保級（註1）的草莓一定很費
心吧？沒想到受訪的林俊儀大哥爽朗地
表示，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三方完
美搭配的成果！
 天時：嬌貴的草莓最怕雨，雨會帶來病
蟲害，冬季少雨的南方剛好是最適合草
莓生長的家。地利：東山合作社是這個
地區唯一栽種草莓的，完全不用擔心被
慣性鄰田污染的問題。人和：東山合作
社種出來的草莓，合作社無條件全部都
收下，品質好的鮮果上架，剩下的就加
工成果醬或其它成品，林俊儀大哥說這
是最大的原因。有了合作社的承諾，他
們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堅持全程無施以農
藥與化肥，非常感謝社員們的支持。

友善土地  從好的消費開始

 「用消費改變社會」是合作社一直以來
堅持的理念，好的消費，就是支持好的
生產者與環境永續。產地與消費者的距
離看起來好像很遠，但如果每天只需要
好好決定家裡餐桌的樣貌呢？這距離，
够近了吧！

註1 環保級：全程無農藥，無化肥，環境及
農業操作上，達到對生態友善方式。

果然醬就是不一樣 
文／高慧蓓        攝影／莊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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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放送頭



 疫情指揮中心於7/23發布，7/27起全國
疫情警戒將從三級降為二級，室內放寬
至50人。
 兩個多月沒進餐館了，我馬上跟十多年
來常去的社區型日式家庭料理餐廳訂位
。充滿期待的降級第一天終於來到，中
午老闆娘來電，「我們不想做隔板，你
們夫妻各坐一桌，可以接受嗎？」接受
、接受！我還要點全隻烤魚，看看老闆
如何上菜？烤好切二半，一人一盤？或
是整條一人先吃，再換另一人吃？
 踏進餐廳，我們老夫妻各據鵲橋兩端的
桌面，相隔約兩公尺，還得斜對坐。菜
色陸續端上桌：蛋包飯切兩半，蕃茄炒
菠菜分成兩小碗。蒸魚來了，老闆娘問
我：「誰要吃魚頭？」我從小吐魚骨不
帶魚肉，魚頭當然歸我囉！
 面對匪夷所思的場景，總要拍照存証吧
！我從鵲橋這端，以美味魚頭當前景，
拍攝對岸老先生開心用餐的畫面。

 再上一道由餐廳代為烹調的烤烏魚子，
材料來自老先生的前客戶陳先生（東港
人、家住附近）。陳先生每年春節前寄
放整片烏魚子在店裡，我們去老闆就出
菜，直到存貨出清為止。
 用餐之後，通常送上冰涼綠豆湯或溫熱
紅豆湯，因客人太少，暫時從缺。真是
可惜啊！
 台北的朋友看到烏魚子的照片十分艷羨
，「烏魚子切得很厚，讚哦！台北，哎
，只能再等等吧！」
 坐鎮生鮮吧台二十年的王老闆，看到鮮
嫩全魚被橫切一半才蒸才烤，應該很難
受吧！過去僅有炒飯炒烏龍才可外帶，
如今卻得接受高等生魚片擺入紙餐盒出
店的情況。
 一生心血都在這家餐廳的王老闆，為了
我們，請務必再撐個二十年哦！

   眼睛看不到的小東西，發揮難以想像的威力，改變了日常。
 隨著三級警戒戰鼓響起，阿公的伴孫任務拉開序幕。最初學校停課不停學，孫子孫女
仍然要上網學習，陪伴僅止客串式的偶為。其間最大的亮點，就是應觀眾要求秀出拿
手好菜。
 「阿公，好想吃您做的鴨肉羹！」「阿公，您的滷蛋天下第一讚！」此起彼落的讚美
，樂得阿公合不攏嘴，即使汗流浹背也要奮力完成。
 原以為頂多一個月就能恢復日常，誰知盼著盼著暑假也跟著來了。短兵相接演變成長
期作戰，下廚娛孫招數常出，已無法滿足小蘿蔔頭，其他陣式陸續出籠。打彈珠、套
圈圈、田間玩耍，抄心經、背詩詞、手工編織，這些通通難不倒允文允武的阿公。
 接著東京奧運賽事登場，家裡也跟風成為小型運動場。今天乒乓球，明天羽毛球，還
不時穿插百米衝刺，非得累得阿公氣喘噓噓、揮汗如雨才鳴金收兵。果真，帶孫並沒
有比農活輕鬆呵！
   然而，這段互相陪伴的時光，仍然讓阿公回味再三。
 是啊，孫子的童年只有一次！看著孫子孫女這段時間的成長，從一開始為了獎勵而做 
家事、背詩抄經，到後來是為了體貼阿公阿媽，讓長輩開心而做，孩子的成熟懂事不
禁令人感動驚喜。
 在世界紛擾不安的這段時期，能夠帶給孩子們幸福與快樂，在他們小小的心田播下愛
與感恩的種子，就是阿公最大的收穫。
 九月，孩子們回到校園，開始新的學習新的生活。疫情趨緩，但未結束，可是阿公信
心十足，相信生活會重新步上正軌，也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樂的學習成長，珍
惜每一個當下，做好每一件事。

疫情趣事

後 疫 情 時 代 的 新 生 活

偶爾自慢 細究人生滋味

 既然面對疫情的不確定，就算是焦慮也
不能解決問題，日子愈是難熬，就愈是
要沉住氣。疫情期間，常耳聞誰又做了
什麼，誰又做了什麼……。其實不管是烹
飪，或是看完一本書，又或做一件很久
以來自己一直想做卻總是沒時間做的事
情都好。你會發現，當我們專注投入其
中，竟會意外找到平靜。
 英國自由車選手Lora Fachie面對去年東
京奧運被延一年，崩潰後的領悟是：「
退後一步，找出還有什麼事能為你帶來
快樂。當你的頭腦有足夠的空間，才能
發揮出最好的自己」。
 疫情按下暫停鍵，讓我們體驗慢活的深
刻意涵。這份寶貴的領悟是因著生活速
度被迫變慢之後得來的，這才發現，原
來少卻是多，慢卻是快。後退，正是累
積前進的動力啊。
 以後日子再忙碌，都要記得給自己按下
暫停鍵的時間。

學習以感恩心過日子

 也許曾有過「零確診」的模範生光環，
當每日確診人數居高不下，當三級警戒
的時間一再延長，台灣社會在最低運轉
模式下開始出現各種不一的聲音。其中
又以經濟寒冬令人最有感。
 居家辦公的日子，父母除了工作還要負
擔孩子的學習看顧，狂吼小孩的戲碼也
是每日上演。無法外出只能往內尋求樂
子，上網、追劇、打電動、視訊聊天是
日常。看似宅在家好好過生活，但隱約
的內在壓力都是有的。
 經濟壓力、內在煩躁，似下雨前重重凝
滯在空氣中的水氣，有種說不出的悶；
但也因為這段時間不能出門更不能上餐
館，下廚時間變多了，一時之間餐桌菜
色豐富許多。煮夫煮婦們廚藝瞬間提升
不少，孩子跟著一起下廚，也練就一些
功夫。不管成績如何，賺到的親子精心
時刻是任何金錢都買不到的。
 感恩，使我們看待事情的視角不同心情
也不同。

線上實體共存 彈性加倍

 降至二級後，部分實體活動已經可以進
行，不過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預測，
後疫情時代，線上視訊的活動仍會持續
。
 就自身的經歷，疫情期間報名參加的課
程單位即表示，日後該課程仍會繼續以
線上的方式進行；孩子的英文課目前也
採線上教學與實體教學同步進行。
 回想過去這段期間，許多的開會都只能
在線上進行，意外開啟自己能再度參與
編委會議。其他優秀人才，過去因為個
人因素無法加入團隊的，當遠距視訊會
議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之後，大家都
更有彈性去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情。

揮別七月盛夏，也揮別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降入二級，台灣人終於可以稍微鬆口氣，

外出曬曬太陽。然而，人類與這場席捲全球的新型病毒對抗之路，套句「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的老話，2021下半年，台灣正式進入與病毒共處的「後疫情時代」。

疫情下的半條蒸
文•攝影／綠泥

文／蘇心薇

學習良善 提升總體幸福感

 隨著病毒變種消息頻傳，以及各國反覆
封城的經驗來看，我們知道疫情並不會
真的過去。誠如張愛玲所說，背後有這
「惘惘的威脅」。也許接下來不再是追
求「零確診」的光榮事蹟，而是力求在
疫情受控的情況下好好過日子。
 疫情像篩子，篩出我們渴望與人互動的
內在，為了這層外交上的需求，我們需
要更謹慎的做好洗手清潔並戴口罩，保
持適當愛的距離，並提醒他人也該如此
。就因為我們彼此都是緊密相關的，人
群網絡早已是地球村，所以幸福感絕對
是來自於全體的總和。
 有人說，疫情是一種反撲，但比起指責
，我更願意反思疫情可以帶來的祝福是
什麼。為了珍惜這一切，從今而後，學
習對地球好一點，對自己好一點，也對
自己以外的人好一點。減少碳排放，多
吃原型食物，順應節氣過生活，然後當
個好人。相信，後疫情時代仍有藍天。

看 天 田 的 祖 孫 樂
人物剪影

口述／郭明賢（看天田友善農食負責人） 文／沈榮欣  

看到孫女貼心的倒茶，阿公心裡甜滋滋（圖片提供／郭明賢）

孫子也能巧手編織打毛線（圖片提供／郭明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