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4.	「田間衛生」與「有機防治資材」綜合

管理技術成功降低病蟲害族群數量。

▲圖3.	范班長堅持以網室有機栽培無花果，並

在果園內養雞養鵝。

噴灑農藥」，從一開始就選擇有機栽培方

式，並在果園內養雞養鵝（圖3），但堅持以

網室有機栽培無花果的理念，卻因多次病蟲

害嚴重發生而有想放棄的念頭，最後在本場

的輔導下，遵守「合理化施肥」管理，在生

育期不過量施用氮素肥料避免枝葉徒長，造

成病蟲害滋生，選擇「田間衛生」栽培管理

與「有機防治資材」綜合防治技術（圖4），

利用清園降低病蟲害族群數量，再配合肉桂

油與窄域油的噴施，成功防治銹病、葉蟎及

介殼蟲。

范班長管理無花果的用心，就像父親對

子女一般的呵護，除在果園管理要確保果品

的高品質外，採收後更細心用泡棉包覆避免

碰撞受傷，親自篩選果品並進行分級包裝與

低溫宅配，要讓顧客收到無花果時能絕對滿

意，這份心從農場出發直到顧客的餐桌，讓

范班長的無花果在網路上有極高的評價。

去年桃園市政府「你農我農─五彩繽

紛、特色農業達人」座談會中，范班長獲選

成為15位從事特色農業農友之一，分享各自

領域的經驗及甘苦，「無花果達人」稱號是

對范班長最佳的肯定與讚許。

竹北市位居新竹縣北方，境內地勢平

坦，多屬頭前溪與鳳山溪的沖積平原。因為

水利與地利的優勢，自清雍正年間閩、粵籍

先民入墾之後，水稻生產就成為早期農業發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楊志維、助理研究員簡禎佑、鄭智允 分機255、251、213

一步一腳印深耕竹北市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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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心。而在日治時期，致力推廣稻米與甘

蔗種植，同時大興水利設施，使稻米產量與

種植面積躍居全縣之冠，贏得「新竹穀倉」

的美名。除農業成績亮眼之外，作為新竹市

的衞星城市，且地近新竹科學園區，加上

各項交通建設陸續完成（國道一號竹北交流

道、台灣高鐵新竹車站、台鐵六家車站），

以及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的進駐計劃，更讓

傳統產業邁向多元的發展，近年來房地產交

易熱絡，人口成長極為迅速，已逐漸轉型成

一座科技重鎮。但竹北市又因頭前溪及鳳山

溪水源豐沛、水質好，相傳日治時代在地生

產的稻米為日皇指定的御貢米，在拿下十大

經典好米及全國名米產地冠軍殊榮後，更增

添傳說的可信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鼓勵農民種植高品

質稻米，提昇國產米品質，自93年起，辦理

第一屆「全國稻米品質競賽」選拔出全國冠

軍米，並辦理首次的冠軍米競賣會，透過活

動的辦理及媒體的宣傳與追蹤報導，引起國

人對糧食產業的關注，開發出高品質稻米市

場，成功的將稻米產業帶向一個新的領域，

並提昇稻米品質形象。在順利產生4屆全國冠

軍米王後，自96年第五屆「全國稻米品質競

賽」起，為鼓勵更多優秀稻農，選拔出最優

良的前10名頒發「十大經典好米」，以期提

昇產地鄉鎮知名度，加速鄉鎮產地間交流與

互動。由於國內水稻育種技術優異，育出許

多適合台灣各地栽培之優良品種，為鼓勵適

地適種及發展在地特色米，去（103）年比

賽方式有別於過去「十大經典好米」以個別

農友競賽方式，並結合品種與產地概念，賽

制改以品種分組，首創以該品種前3名農友組

成團隊方式，共同代表該鄉鎮稻米品質來參

賽，評選出各鄉鎮具特色或受消費者歡迎品

種之冠軍米，並經由全國賽選拔出「全國名

米產地冠軍」，以宣導產地稻米品質、品種

特色與價值，提昇國產稻米高品質、高附加

價值之形象地位。

隨著竹北市的開發，農地逐漸變少，但

高齡80歲，擔任良質米產銷班班長及竹北市

農會常務監事的陳發生農友，相當受到地方

敬重。種稻已整整有一甲子光陰的他，本著

適地適種的原則，以適合當地種植的桃園3號

代表竹北市農會參加102年全國稻米品質競

賽，終於發揮在地精神，一舉拿下十大經典

好米殊榮，為竹北市再添一頁光榮史，新竹

縣長特頒「竹縣之光」，可謂實至名歸。陳

班長對於竹北這塊土地，有著濃得化不開的

情感，為了不斷地進步，他多看多問，看別

▲圖1.	102年陳發生班長（右3）榮獲全國十大

經典好米殊榮，本場廖場長乾華（右

2）與陳班長合影。

▲圖2.102年十大經典好米（桃園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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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可以得獎，他經常帶領班員四處觀

摩、學習，也學習水稻烘乾與濕度的控制。

問他為何這麼努力，他說「要知道哪裡錯，

才會一直進步，這個地方那麼好，一定會拚

出十大經典好米！」，即便高齡，他仍勇於

嘗試，不斷試種新品種，經過許多稻米品種

的實驗，找到了桃園3號，很適合當地種植。

要稻子健壯，肥料不能給太多，栽培管理也

要用心，曬田就要曬得很徹底。一般人認為

水稻一生都要水，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稻

子在成長旺盛期過後，分蘗的支數足夠後就

不用再灌水而需曬田。近來受到現代人重視

健康養生的觀念影響，跟隨時代潮流，陳班

長更推出自產自製的健康糙米，打出自有品

牌「東海米」，口感香Q，頗獲市場好評。

103年陳班長兒子陳文熾傳承了父親的技

藝更加發揚光大，拿下「全國名米產地冠軍

賽」桃園3號組冠軍殊榮。陳文熾農家子弟出

身，從小耳濡目染，跟父親一起種植水稻，

成年後外出工作，後來因為父親年紀大而返

鄉接下家族事業的擔子，從此開啟農夫生活

的道路。他說要種出好米除用心照顧外，沒

有其他方法，只要肯用心，世間上沒有不

可能的事情，而好米的標準，包含食用的安

全，所以一定要通過農藥殘留檢測才能提供

給民眾食用，以產地百分百純米保證，迎戰

市場的進口米，強調在地生產、加工、包

裝及出貨，建立優良自有品牌，這點非常重

要。米的香度跟口感固然重要，但是食用安

全更加重要，希望政府能重視這個部分。台

灣米的品質相當不錯，政府應該重視台灣米

並加以推廣，針對進行混米的廠商應予以重

罰甚至撤牌，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人民的食用

安全，並且提升台灣米的銷量，進一步保障

人民的健康及提高農民的收益。

提升稻米品質一直是本場進行水稻育種

的主要目標，「桃園3號」係本場於民國93年

7月命名推廣，商品名「新香」，具有米質優

良、米粒大而飽滿、外觀晶瑩剔透等特性，

烹煮時更會散發出陣陣的芋頭清香，米飯黏

度適中，口感特佳，且冷熱都好吃。自命名

以來本場持續進行水稻新品種桃園3號示範推

廣，每年兩期作均舉辦新品種示範觀摩，解

說水稻新品種桃園3號特性，期能讓農友瞭解

桃園3號在當地的適應性及品種特性，以提供

農友種植之參考。本場為輔導轄內農友種植

高品質的水稻品種桃園3號，首重水稻合理化

施肥宣導，自98年至101年於轄內桃園市、新

竹縣水稻產區各挑選數處示範點進行水稻合

理化施肥示範觀摩，宣導農民藉由土壤取樣

分析，提供施肥依據，並於水稻栽培過程中

適時、適地、適量的施用肥料，以降低生產

成本，進而改善施肥技術並提升稻米品質，

增加農民收益，並避免不必要的肥料資源

浪費，讓農民充分瞭解過多的氮肥或過晚施

肥，將使稻米內的氮素轉換為蛋白質儲存。

一般所知米粒中蛋白質比例升高將使白米外

觀變黃、失去黏彈性而降低口感；而較多的

氮肥雖使分蘗增加，但晚期之分蘗因抽穗及

▲圖3.	103年新竹縣竹北市榮獲全國名米產地

冠軍，本場廖場長乾華（左3）與田守

喜（左4）、陳文熾（右4）及陳金生農

友（右3）於頒獎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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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期相對延後，穀粒充實程度較差，青、

白米率相對也較高，亦降低外觀品質。

為順應消費市場需求，本場輔導產銷班

及補助農會設計新穎之桃園3號新香米年節

禮盒包裝與訂婚禮盒，創造更高的銷售成績

及利潤，提高新香米收購單價，保障稻農所

得，有效提升農民收益。因此，「桃園3號」

新香米自99年參賽以來，連年都獲得評審青

睞，每年平均獲得2~3個獎，得獎農友分布於

台灣北、南及東部，顯示其適應性強，且品

質廣獲各界高度肯定。經過數年的全國稻米

品質競賽，使參賽者對於自身培育的水稻投

注更多心力，各區改良場對於適量的肥料與

農藥之使用也不遺餘力地宣導，確實使國內

稻米品質逐年提升。農民以往在栽培上重視

▲圖4.	103年全國名米產地冠軍－竹北市（桃

園3號）。

▲圖5.	竹北市良質米產銷班第1班香米品牌「

東海米」。

產量的生產模式，已逐漸轉變為重視米質的

提升，即使未能在該參賽年度獲取佳績，此

一觀念已日益深植；農民之間也藉由參賽經

驗的累積及資訊交換，使栽培技術更朝向健

康、優質的方向前進。期望透過比賽以宣導

產地稻米品質、品種特色與價值，並以「品

種、品質、品牌」三品策略，鼓勵農民依適

地適種原則選擇種植優良品種，同時精進栽

培技術及提昇品質，並結合品牌擴大行銷，

以促進國產稻米產業發展。氣候在變遷，時

代也在轉動，要懂得順應天候與時代做不同

的應變，才能讓更多人吃到好米，更希望國

人能以實際行動支持消費國產米，如此對稻

農及稻米產業，就是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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