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益。他們期望能激起漣漪，帶動地方有

機風潮。

有機栽培．入選十大好米
郭家率先得獎的是陳家成，他栽培的

「元品」有機米，於	94	年全國有機米評

鑑榮獲頭等獎，林金蕊接著入選	96	年全

國十大經典好米，郭過溝接棒再奪	97	年

有機之路，陳家成、林金蕊夫婦走了

十幾年，雖然初期走來跌跌撞撞、相當

辛苦，但並未動搖其信念，甚至「推己及

人」，不僅鼓勵種稻一輩子的叔叔郭過溝

轉變為有機栽培，接棒再獲十大經典好米

榮銜，並籌組產銷班，立願擔當有機尖兵，

推廣好的農耕方式，期望由點而線，最終結

集成網，大家都走上有機之路，讓台灣成

為真正的有機島。

全國好米競賽競爭激烈，拿到獎項並

不容易，高雄縣大寮鄉稻農郭過溝以及姪

子陳家成、林金蕊夫婦卻接連獲獎，一門	

3	名好米得主，相當難得。郭家叔姪以有

機農法耕作，不施農藥、化肥，收成雖然

少些，米質提升看得見，不僅有益健康，

與環境、土地為善，更是難以量化的無形

十大經典好米得主郭過溝
文圖｜徐清銘

陳家成、林金蕊夫婦致力有機農業

發現台灣農業競爭力 封面故事

有機尖兵‧一門皆好米得主
環境為善‧推動台灣有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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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郭過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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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農藥、不用化學肥料的做法有些躊躇，

禁不起林金蕊一再鼓吹，決定試試，沒想

到，轉型第一年即接棒奪得十大榮銜，讓

他相當高興，對於有機農法信心倍增。

組產銷班．宣揚有機理念
林金蕊、郭過溝原屬

大寮鄉稻米產銷班第	1	

班成員，林金蕊有

心推展有機稻作，

邀集認同有機理念

的稻農另組產銷

班，郭過溝率先加

入，目前籌備工作

大致就緒，即將正式

運作。

有機農業對於耕作環境

有嚴格標準、門檻極高，大寮鄉早

年雖有「高雄米倉」之稱，但如今工商發

達、農地零散，成立有機米專業生產區，

全國十大，一家人在全國賽事接續得獎，

成為地方美談。

郭過溝、陳家成叔姪出身傳統農家，

世代務農，因過繼關係，兩人雖不同姓、

卻是親叔姪。雖然輩分高，種稻經驗更豐

富，但郭過溝種出十大好米，

來自姪子陳家成、林金蕊夫

婦的鼓吹、協助，因而

調整數十年的慣性農

法，加入有機理念，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郭過溝種稻向

來採用慣行農法，栽

培稻種以產量高為優

先，並偏愛早熟稻種，

以避開收成時撞上梅雨期

的風險。96	年，林金蕊以有

機農法栽培著重品質的「高雄	 145	

號」稻種入選全國十大好米，她鼓勵郭過

溝跟隨腳步，剛開始，郭過溝對於改行不

春寒料峭，秧苗蓋布防寒

初生秧苗需細心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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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灌田．阻絕雜草蔓生
栽培技術方面，林金蕊非常重視農

田整地工作，插秧前，稻田務必完全整

平，灌溉水引入可覆蓋每個角落，稻秧

生長環境趨於一致，可有效阻絕雜草蔓

生的機會。她說，插秧後的巡田水相當

重要，每天必行，不能讓稻田失水，

否則一有空檔，雜草立即竄出，只要

土面穩定有水覆蓋，雜草被壓制就冒不出

來，根本不需防治。巡田水至少須用心	

45	天，這時稻株已高大茁壯，即使有雜

草也不足為患，接著開始斷水曬田。

曬田時間依土壤特性長短不一，依林

金蕊的經驗，大約	 1	星期左右、土面龜

裂裂縫可容指頭塞入就大功告成，即可恢

復供水。經過曬田程序，可以抑制無效分

蘗，日後稻穀成熟度一致，收成不會有不

成熟的「青仔粒」，而且曬田可逼使稻株

根系向下深紮，促進稻根活力，吸收深層

養分，米質佳而均勻。

環境條件有其困難處，林

金蕊說，籌組中的產銷班將堅持有機理念

耕作，不用化肥、不施農藥，但並不掛上

有機米名號，雖無其名，但具有機之實。

台灣氣候溼熱，病蟲菌易於滋生繁

衍，有機栽培難度較高，但林金蕊認為，

各式農作物之中，稻米走有機路線最為可

行，只要管理得當，同樣有極佳收成。

林金蕊夫妻檔投入有機農業極早，經

過多年摸索，累積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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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露臉，捲起蓋布以利秧苗滋長

秧苗亭亭玉立等候移植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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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肥可收成	 1,600	斤以上，產量雖有

不小落差，但她認為，米質良好、價值提

升，終將反映在價格上，再換算所節省的

包裝行銷資材成本，產量少、實質收益未

必較少。

大寮鄉稻農年齡層偏高，林金蕊推展

有機農法理念，剛開始並不順利，要求高

齡稻農改變行之數十年、根深蒂固的作業

習慣，難免有所罣礙，對於不施農藥

更有疑慮，後來嘗試看看，發現收成

還不差，林金蕊有機農法栽培的稻

米入選全國十大，郭過溝複製林

金蕊的做法，接續入選十大好米，

試作的稻農信心倍增，林金蕊努力

籌組的產銷團隊於焉成型。

林金蕊說，年老稻農的作業方

式早已定型，且資訊不足，學習新技

術需要外力協助，但只要稍加輔導，

老農積累數十年的精湛種稻功力，

光芒立現。郭過溝轉型有機農法初

施肥方面，林金蕊完全使用有機肥，

成分以蓖麻粕、菜仔粕、椰仔粕、芝麻

粕、米糠為主，且在基肥時一次下足，此

後直到收割都不再下肥，追肥、穗肥一概

全免。她說，有機肥持久性佳，而且由耕

耘機犁入田土深處，稻根可慢慢吸收，養

分供應細水長流、不虞匱乏，若再追肥，

產量雖可增加，但若控制不良，反而影

響品質。

米質優良．實質收

益提升
林金蕊

重質不重

量，1 	 分

地收成量僅

約	 1,000	斤上

下，對比使用

大寮鄉「典品」是品牌稻米後起之秀「元品」有機米系列產品

稻米成品真
空包裝作業

南部溫高，1 月上旬
已有稻田完成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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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機領域，當時國內有機農業方起步，

可援用的實作範本很少，而學術單位的研

究多出自小塊面積的實驗園，引用至大面

積的田間實作，落差不小，且各地氣候、

土質環境條件各自不同，全套相同的作業

模式，卻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林金

蕊坦言，剛起步時，談到有機，實在「霧

煞煞」，年年都在學習。陳家成榮獲全國

有機米評鑑頭等獎，是不斷摸索學習、得

來不易的成果。

技術面不成熟外，早年有機農業還是

新穎的名詞，有此概念的民眾也不多，根

本談不上市場，林金蕊夫婦前	5、6	年走

次參賽，原本並不抱持太高期望，入

選十大，是出乎意料的驚喜，其實，

郭過溝的稻田管理極佳，農改場專家

勘查田間時即予肯定，只要加些新理

念、新做法，馬上顯現亮眼成績，而

學習改變永遠不嫌晚。

有機團隊．產銷統一作業
目前加入有機農法產銷團隊的稻

農有	11	人、稻田面積約	14	公頃，

由林金蕊擔任班長，經營方式將採統

一作業，從整地、施肥、選種、育

苗、插秧、直到收割等各項田間作

業，由陳家成、林金蕊夫妻檔以機械

化耕作一手包辦，各式資材也統一管

理，班員主要工作僅止於巡田水，後

續的乾榖、碾製、包裝、行銷作業均

不需掛懷。

此經營模式帶有委託管理的性

質，林金蕊表示，老稻農其實多半不

需仰賴種稻糊口，仍孜孜於田間工

作，只是不忍稻田荒蕪，也不願出租

田地，總希望陪伴一輩子的稻田，可以天

天去走走，但年歲高了，揹負沉重的肥料

難免吃重，該經營模式，稻農雖然仍負管

理之責，但不必擔負吃力的工作，對於年

高稻農而言，既可滿足親近土地的需求，

又不致過度勞累，是相當合適的方式。

林金蕊強調，加入該產銷團隊，必得

認同有機理念，並且放手原有的管理方

式，遵照有機農法，若無此共識，則無緣

參與團隊。

起步艱難．成果得來不易
陳家成、林金蕊夫婦於民國	84	年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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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乾燥機可維持稻穀結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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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發展．提升附加價值
早先，林金蕊夫婦主力商品為有機

白米、糙米，後來往多元化發展，除

了增加有機糯米、紅糯米、黑糯米等，

也開發加工米食，如米糠素、肉粽、年

糕、蘿蔔糕等，提升整體附加價值，而

所有商品都堅持從田間到貨架全程有

機。

有機之路，陳家成、林金蕊夫婦走

了十幾年，雖然初期走來跌跌撞撞、

相當辛苦，但並未動搖其信念。林金蕊

指出，當初走上有機栽培，來自於農改

場專家「走有機、不用藥」一句話，就

一頭栽了下去，使用農藥、化肥傷害土

地、生態，第一線直接接觸的農民首當

其衝，感受其實最深；籌組產銷班時，

說動稻農加入最有力的說詞，也在於從

事有機栽培有利於健康，對自己、對消

費者都好，利人又利

己，何樂不為。

自家經驗，證實

有機之路行得通，林

金蕊夫婦立願擔當有

機尖兵，推廣宣揚

好的農耕方式，籌

組產銷班，以有機

心態生產良質稻

米的行動，即因

此念頭而來。林金蕊期望由

點而線，最終結集成網，大家都走上有機

之路，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有機島。

來相當辛苦，

幾乎是賠本經

營，後來聽從

農改場的建議，

自行開拓直銷市

場，只要有農產

展售活動就全家動

員，全台跑透透，

以直接面對消費者

的方式，藉由口碑相 傳拓展出長期客

戶群，一步一步走上坦途。目前除了宅配

客戶，在高雄、台南、嘉義還設有販售定

點。

郭過溝：高雄縣鳳山市誠德街 33 號
林金蕊：高雄縣大寮鄉大寮路 862 巷 7 號
電話：07-701-9116．0932-768-396

先進的碾米設備

施肥機械化大幅精簡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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