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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十大經典好米得主
- 平鎮市莊玉城

平鎮市位在桃園縣中央地帶，交通便

利，而且東、西、南三面地勢較高，冬季

可阻擋東北季風吹襲，夏季又可減弱颱風威

力，因此，近年已成為桃園縣人口增長最迅

速的地區，也因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

石門大圳豐沛的水源，102年平鎮市再度挑戰

全國十大經典好米選拔，果然不負眾望，一

舉拿下十大經典好米殊榮，可說是今年桃園

縣最閃亮的一顆星。

今年51歲的莊玉城農友，家中排行老

大，子承父業從事農業已逾25年，今年秉持

著再接再厲的精神參加全國稻米品質競賽，

鄉鎮比賽再度連莊代表參加全國十大經典好

米選拔，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拿下十

大經典好米殊榮，也為平鎮市寫下一頁光輝

的歷史。當完兵退伍後，嘉義農專畢業的莊

農友開始養雞，之後種植設施蔬菜，現任農

會蔬菜產銷班副班長，蔬菜採行有機種植，

並通過MOA有機驗證，有了種植有機蔬菜的

經驗，將其應用到水稻的栽培管理，不過，

相較於有機蔬菜的栽培，他表示稻子種植更

不易，「稻子是露天栽種，不像蔬菜有設施

保護，得面臨天氣的挑戰。」因此，他考量

農田土壤及灌溉水品質，決定選用一塊已休

耕三年的農田，該農田休耕期間曾種植綠肥

作物青皮豆，可藉以保持土壤肥沃度及增加

有機質含量，有了去年榮獲優質好米的經

驗，今年更有信心種植桃園3號品種，相較

於台稉14號，桃園3號相當省肥，因此種植前

特別挖取田間土樣送農改場進行土壤肥力分

作物改良課 楊志維、簡禎佑、林佩瑩 分機255、251、213

析，並經由分析報告及諮詢農業改良場專家

相關技術建議採行合理化施肥方式，得知休

耕地種植桃園3號氮肥不宜過多，以免影響

米飯口感，並可酌量增施鉀肥，以控制分蘗

數，可降低青米率及提高稻米品質。

莊農友本身亦經營水稻育苗場，對於

秧苗的培育有其獨特的見解及作法，除依一

般育苗法進行稻種消毒外，另於秧苗生長初

中期灌施胺基酸及微量元素幫助秧苗生長，

他認為培育優良健壯的秧苗，對於後續本田

的栽培管理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即所謂「秧

田半作」。他對本田的管理工作更是戰戰兢

兢，刻不容緩，他表示自己對這份土地盡量

利用適地適種，栽培桃園3號，少施用化學

肥料，多施用有機質肥料，少噴農藥培養天

敵，利用栽培方法拉大插秧株距，增加通風

性，並注意氮肥施用量及水分管理，病蟲害

自然減少，中後期特別重視鉀肥施用，收割

前一星期若有少量雨水更讓米粒晶瑩白透，

是此次得獎不二秘訣。稻子長的好，就會常

常往田裡跑，看著自己精心呵護的稻子，一

天一天的成長，便是莊農友最大的成就與喜

悅。除了田間管理外，後續的收穫、烘乾及

風選作業亦馬虎不得，當再度拿到平鎮市參

賽代表權時，喜悅心情溢於言表。

在訪問過程中，莊農友語重心長說，在

第一期作遭遇寒害、稻熱病及颱風的襲擊，

原本以為今年要擠進前20名都會有點困難，

但感謝老天爺在每個耕作的階段都相當照顧

我。記得今年五、六月連續幾天降雨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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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出大太陽、大熱天，擔心不穩定氣候造成

稻子穀粒充實太快，本想請兒子到田裡協助

灑水降溫，但念頭一出沒多久後就下起雨

來；收割前颱風來襲，本想在颱風前收割，

卻因聯合收穫機太搶手，導致這批桃園3號

颱風過後才收割，所幸影響不大。

莊農友表示農業是順天應人的事業，

除了自己本身努力外，還需天公作美，有進

入今年前10名的成績，真的要感謝老天爺看

見我的認真與努力。「參加經典好米競賽的

農民都很辛苦，但是有這樣好的競爭，就會

有好的產品出來。」從養雞、種植有機蔬菜

到種稻，莊農友一向秉持著不懂就多問的態

度，時時請益專家及有經驗的人，另外，附

近的稻田也大多是堂兄弟在經營，彼此間會

互相討論及交換經驗，也因為這樣，家族的

情感更為凝聚。莊農友堅信作好管理，只要

有好品質，自然會吸引大家一口接一口吃著

自己精心種出來的好米。

▲2013十大經典好米得主桃園縣平鎮市

莊玉城農友。

▲本場廖場長乾華(右1)與桃園縣平鎮市莊玉城農友(右3)於頒獎會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