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純淨烏溪水利沃野  好米比賽競爭激烈

入選臺灣十大優質稻米達人

周金河經驗談
耿國惠

臺中市霧峰區坐擁發源於合歡山地的烏

溪純淨水源與宜人風土，經由阿罩霧第一圳

及第二圳輸送灌溉，孕育霧峰成為益全香米

之鄉。每年6月上旬芒種與10月下旬霜降時

節，霧峰田野遍地稻禾金黃。112年臺灣十

大優質稻米達人周金河，積累65年植稻經驗

甘純潔淨水質  孕育優質米的先
決條件

「第一重要的就是水質，我們南勢庄

的水引自烏溪，烏溪上游埔里地區無工廠汙

染，阿罩霧第二圳取水口距離這裡差不多1
公里，霧峰農會每年比賽，南勢庄得獎機

會較高，因為田地在水頭的關係，水質乾

淨 !」優質稻米達人周金河說明孕育優質稻

米的先決條件。

周金河，33年次，現年82歲，說起話來

鏗鏘有力神采奕奕。他擔任農田水利署南投

管理處四股小組水利小組長已有30餘年的資

歷，亦擔任霧峰區農會南勢農事小組及產銷

班組長，負責組內會員農友灌溉用水管理、

產銷組織與農政宣導工作。家裡內外貼滿各

單位慶賀獲選的紅榜，詔告天下稻米達人就

住在這兒。

65年植稻經驗  歷經生產環境與
氣候變遷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身為家中長子，周

金河草屯初中畢業後就跟著父親種田，累積

65年的種稻經驗。「草屯初中很難考，很

多人初中讀4年，2年級升3年級升不上去!」112年臺灣十大優質稻米達人周金河，分享種稻經驗

與辛勤努力，於烏溪北岸種植

出中臺灣第一有機優質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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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義務教育尚未施行前，就讀初中必須經

由考試，聊起自己的學歷很是驕傲。上學需

騎9公里的腳踏車至烏溪對岸草屯鎮上學，

當時烏溪橋還是單邊通行的吊橋，通行必須

靠人力管制，民國48年烏溪橋才改建為水泥

橋。

回憶過往農村歲月，有下田耕作才有

收入，當時除種植兩期稻作亦種植兩期雜

糧，第一期作收割後種美濃瓜等夏季蔬果，

待瓜果收成後，於節氣大暑種植第二期作，

第二期作收割後再種玉米、豆類等雜作，幾

無農閒時刻。「以前農作物比較好種，現在

難種許多，因為氣候改變溫度升高，環境也

改變了，過去二期作收割後，農村普遍種植

地瓜，因地瓜易種且生長快速，地瓜葉可以

餵豬、餵牛，地瓜籤煮鹹粥、煮甜湯都很好

吃。但現在地瓜比米還貴，因為很難種植，

不靠藥劑噴灑根本種不起來。」周金河感嘆

的說。

民國4、50年代也曾跟隨父親種植過菸

草，終因無法抵抗進口廉價傾銷，菸廠收起

來後沒人收購，政府補貼轉作停止種植。大

片白甘蔗田亦是當時農村景觀，烏日糖廠鐵

支路通到丁台，途經南勢到喀哩烏日。因早

期水利溝渠為土渠，無法將水源有效輸送，

水尾旱田種植甘蔗，省水也省工。

5年前改種植有機米 霧峰農會輔
導參賽

早年跟著父親種植蓬萊米，採慣行農

法。民國91年霧峰鄉農會開始推廣臺農71號
益全香米種植，而改種霧峰香米，霧峰區目

前仍以生產霧峰香米為大宗。霧峰農會於5
年前推廣種植有機米，開啟種植有機米之契

機，產銷班與農會契作，並接受輔導，使用

農會提供的有機肥，停止噴灑藥劑。稻米收

割後須經過中興大學無藥物檢驗，檢驗合格

才能獲得有機米認證及入倉，南勢里種植有

機米僅3公頃，周金河種植面積為1公頃多。

周金河小組長展示稻米達人入圍證書

每年6月上旬芒種與10月下旬霜降時節，霧峰

田園遍地稻禾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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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16號到高雄147號  各有特色

周金河3年前才改種臺南16號，去年參

賽得獎品種即為臺南16號，種植品種選擇依

農會契作需求而定。臺南16號是臺農71號香

米和日本越光米配種，稻稈較細，有易倒伏

之缺點，而農民要求產量，施肥過多，稻稈

無法承受稻穗重量就容易倒伏，遇多雨天候

穀粒則易出芽，割稻機也難收割，因此農民

種植意願不高。每年霧峰農會依販售需求，

於當地契作3公頃種植臺南16號。周金河以

他豐富種植經驗，將不易培育的臺南16號送

進112年臺灣十大優質稻米殊榮。

去(112)年農業部公開評選有機米組10
位入選者，只有2位以臺南16號參賽，其他

全都種植高雄147號，臺灣好米組10名也全

都是147號獲獎。因147號於各大比賽頻頻獲

獎，今年霧峰農會讓有意願參賽的農友改種

植高雄147號，以提高獲獎機會。

有機種植與慣行農法  栽種差異

「和農會契作，種什麼品種稻米對農戶

來說沒差別，」周金河說。「農民只負責管

理，契作保證收購，農會提供有機肥，並請

專人噴灑一次由植物提煉的預防性質藥劑。

阿罩霧第二圳幹線將烏溪水源輸送至南勢等里灌溉

獲獎稻米以禮盒

包裝，於農會通

路販售

來自各界的慶賀紅

榜貼滿住家內外，

恭喜周金河小組長

獲此殊榮

收割機完成脫穀後輸送至載穀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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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機種植肥料放的少，稻子外觀不如慣行

種植豐美，但有機種植因肥份少，植株分蘗

也少較通風，害蟲不易附著。若以往採慣行

法種植，農民要求產量高，追加肥份多，

稻株生長密集影響通風，就必須靠噴藥去抑

制。」

南勢農事小組與霧峰農會契作大概有60
餘位農民，與農會契作也是南勢里佔多數，

但這裡農民對有機耕作接受度較低，因不能

使用藥劑噴灑除草間接增加了人力成本，也

減少了產量。

如何照顧出十大優質米

參加比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管理，在

整田插秧之前，耕耘機翻動土壤後，需再以

農人忙碌收割

霧峰區南勢里盛產的稻米品質優良

豐美禾田需要盡心盡力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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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將田地不平整處犁平，因機器剛完成插

秧的秧苗很短小，如果田地窪地太深，秧苗

容易淹死，而水田隆起處水浸不到則容易長

草，因此土壤高度需平整使水深一致。秧苗

經35至40天生長分蘗後必須曬田，田地平整

讓水均勻排出，稻米生長速度才會平均，浸

泡太久的稻株生長慢，收割下來的稻米青熟

不一，品質就不夠優良。另外，結穗期至稻

作收割前，需進行田區異品種割除，長得比

同期稻作高或矮的異品種，都必須撿除，以

免參雜其中影響品質。

「愛工啦，需要精神啦 !」無微不至的

照顧，稻米就在關愛中緩緩成長。

無論何種品種，照顧方式大同小異。前

陣子雨水多，使本期作稻米倒伏情形嚴重。

另外，肥料放多，稻穗太豐美也容易造成倒

周金河說明，只有純淨的水源才能種出

優良的稻米赤足巡視農田區里是日常

轉入住家旁小巷弄內，視野豁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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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河組長和周正義班長合影，兩位是農會產銷班裡的靈魂人物

伏。因此施肥靠經驗，看自己田地的土性，

有些需要較多肥有些則相反，需靠經驗拿

捏，施肥多寡也與稻米品種有關。

種過這麼多品種的稻穀，哪一種較好

照顧? 「種植過程大同小異，差不多。」周

金河回答。在稻米達人眼裡，用盡心力去照

顧，必能成就豐美禾田。

參與臺灣稻米達人冠軍賽  層層
篩選脫穎而出

周金河生產的米品質優良，在農會廣受

肯定。南勢里生產的稻米更是選拔比賽的常

勝軍。

擔任產銷班組長的他，在受理比賽前一

個月將參賽農戶申請表交給農民填寫，包括

參賽的地段地號，以確認生產地。收割前半

個月，農會、改良場和臺中市農業局官員聯

散佈田間的灌溉小給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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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至現地勘查初審，通過現場初審才能進入

第二階段收割入倉。抽取採樣的過程是將稻

米裝袋堆疊於木棧板上，改良場、農業局人

員、農會指導員及參賽農友一起出席，現場抽

選棧板上從最底層往上數第幾層，再往左或往

右第幾包，每個農戶都抽同位置之米袋，審查

人員再將稻穀帶回輾成糙米和白米辦理審查，

周金河清楚敘述整個比賽取樣過程。

臺灣稻米達人冠軍賽為稻米界最高榮

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於每年5月辦理鄉鎮

賽田間檢查，經公開取樣與重新編碼，以盲

樣方式進行稻米品質全面性的考驗，從稻穀

外觀到感官食味共5道關卡，包含稻穀容重

量、糙（白）米品質規格、粗蛋白檢測、糙

米外觀與感官評鑑等，112年全臺有822位農

友報名參加鄉鎮賽，僅75位農友取得全國賽

參賽資格，分別為「臺灣好米組」有57位、

周金河與周班長話家常
周正義班長翻動著稻穀，經陽

光洗禮的稻米，香氣更濃郁

「臺灣有機米組」有18位。亦即各鄉鎮的佼

佼者，才能獲得全國賽的入場門票。

周金河的有機米於全國賽再次脫穎而

出，入選臺灣十大優質稻米達人，此次中彰

投區僅3位農友入選。稻米達人透過良好田

間管理，依氣候、植株生長及土壤養分等條

件，適時調整肥料施用與用水灌溉，生產出

的稻穀外觀出色，飯質口感軟黏Q彈。周金

河的糙米外觀，更為全國賽評審選出唯一滿

分的頂級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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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作休養地力  缺工問題難解

6月上旬，中早熟稻作已完成收割，等

待二期作的插秧。10月下旬二期稻作收割

後種植雜糧，是土地休養生息的時候。周金

河的田地目前種植玉米，也種植綠肥。周金

河回憶3、4年前曾種過2甲地的小麥，但因

當地栽培面積太少，幾乎被鳥兒吃光無法收

成。秋季稻作收割後，鳥兒們食物有限，呼

朋引伴聚集，數量驚人，他曾嘗試驅趕，但

數百隻鳥群飛起，將日光整個遮蔽，連天空

都變暗，周金河描述那鳥群成災的驚人景

象。

以前人工便宜，現在卻叫不到工。有

機米耕作一期稻作雜草較少，但二期作雜草

多，需要人力除草，但田地活需要忍受日

曬，年輕人不願意做，年紀大體力不勝負

荷，只能等假日打工兼差的外籍勞工。農村

人口老化與缺工問題，是農村普遍難題。

話夾子開啟往事說不完，「民國70年代

舉辦臺中縣政府舉辦稻米產量比賽，由農業

課抽選一坪6尺四方面積，將面積上稻穀割

回去比賽面積產量，曾得過霧峰鄉公所第一

名。」周金河不僅是優質米達人，亦是稻米

產量達人！

「以前要求產量，現在則要求品質。」

周金河微笑著說。

時代在變，農業生產政策也改變了，農

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和以前密切互動

的人情味也淡薄了些。擔任農田水利會四股

小組水利小組長30餘年，歷經多位會長與處

長，仍很感念洪國浩會長任內極力爭取建設

經費，為地方做很多事。

赤足巡視稻田  土地情感的所在

稻田巡視管理每天不可少，稻浪圍繞的

小村莊，在豐收時節空氣裡瀰漫稻穀香，久

違的陽光將稻田染的一片金黃。周金河赤足

步出家門，轉入住家旁小巷弄內，視野豁然

朗，一畝畝閃著金光的稻浪於斜陽裡搖曳生

姿。他指著豐盈稻穗，敘說家鄉風土，長年

陽光洗禮的黝黑面容溫和而自信，這片土地

是他情感的所在。

他和街訪鄰居親切地打招呼，產銷班

第十一班周正義班長門前庭院正曬著剛收割

的稻穀。周班長稱讚周金河組長的勤奮務

實，因為用心才能種出霧峰第一好米。他們

倆談論著社會變遷，談論著前些時日經濟部

水利署召開烏溪伏流水取水工程說明會的擔

憂，氣候環境的改變與政府水資源政策是否

能將地方引領至更美好的未來呢？他們沒把

握。只能企盼新工程不改變當地風土，烏溪

能夠繼續供應充足潔淨的豐沛水源，讓香米

繼續在家鄉閃耀著它最美麗迷人的風采。

(作者服務於南投管理處)　■在稻米達人細心呵護下，稻禾金黃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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