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良好的環境，並給消費者安心食用的產

品，因此，不能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草也只

能用割草機或人工割草。來到吳農友的竹園常

常滿是雜草，也因此園中生態豐富，竹園雜草

具有保水保肥的功能，草長之後割下來可以當

成綠肥改善土質，目前竹園已經獲得暐凱國際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機驗證，竹筍也因口

感特佳，98年獲得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廚神田

裕行蒞臨參觀，大讚真是No.1的食材。

問起吳農

友從農歷程，

原來是農家子

弟出身，從農

乃是家庭淵

源，吳農友母

親曾於73年得

過臺灣地區十

只在要網路搜尋「吳國池」三個字，馬上

有一大堆的資料跑出來，不論是報紙、電視或

是平面媒體，可見一大堆關於吳國池農友的

相關報導，那為何還要介紹吳農友呢，因為他

終於拿到生平第一個所謂的「綠竹筍全國總冠

軍」。

綠竹筍為高級食材，台灣各地均有栽培，

但要種得好並不容易。綠竹筍主要產區在臺灣

北部地區，產區各鄉鎮每年都會舉辦綠竹筍

比賽，新北市政府也有辦理，但其中涵蓋面積

最大，競爭最激烈的，當屬本場舉辦的「北部

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該比賽必須是各

地頂尖筍農方可參賽，但因競爭激烈，吳國池

農友參加好幾次，均與冠軍擦身而過，最佳成

績僅為亞軍，此次終於拿到冠軍，得償生平宿

願。

吳國池農友堅持有機栽培，希望留給子孫

本場的技術指導，呂農友說這幾年來非常感謝

本場在八德區辦理水稻合理化施肥講習及田間

觀摩，讓他一改過去傳統的想法，學到不少正

確施肥的技術，除定期採取土壤樣品送本場檢

測，依據報告之建議施肥操作以維持健康的土

壤環境外，並拉大插秧株距，他說桃園3號米

質優良，病蟲也喜歡吃，因此，照顧上要多用

點心，噴藥防治病蟲害不能少，但一定要遵循

安全用藥原則，稻子分蘗至12~15支就要開始

曬田，他追求重質不重量，對施肥嚴格要求，

施肥較多，雖然可提高產量，卻會影響米質與

口感，尤以追肥更為明顯，不能隨意撒施，必

須依稻子生長情形決定，過與不及都不適當。

104年呂農友再度以其種植之水稻品種桃

園3號，代表八德區參加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

，終於不負眾望，榮獲全國香米組總冠軍殊榮

，種稻達人可謂實至名歸。細數呂農友努力的

足跡，洋洋灑灑，94年獲得全國優良採種農

戶季軍，95年得到農糧署推動水稻育苗工作

卓越獎，97年取得桃園市傑出農民的殊榮，

同時也蟬聯98、99、101及102年八德市稻米

品質競賽冠軍。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呂農友，就

像扎了根的大樹，在桃園市八德區自己種稻，

也幫助其他農友管理及代耕，自種自銷，細細

呵護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水稻。在食品安全新聞

事件頻傳之際，一起來品嚐八德區稻米產銷班

自創品牌香米，給予認同及肯定，是實際鼓勵

農友生產好米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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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傑出農家婦女神農獎，有其母必有其子。吳

農友從小成績優秀，台北醫學院畢業後考取

醫事檢驗師執照（圖1），已經準備好要去三

軍總醫院工作，預官退伍後因為家中缺人手，

從小對農業有興趣的他因此留下來接管家中竹

園，目前經營綠竹面積1.83公頃，其中0.67公

頃自有，其餘為兄弟或其子女所有。

吳農友為人熱心，只要有農民或產銷班前

來觀摩或討教綠竹筍評鑑比賽得獎秘訣，必不

藏私傾囊相授，也不怕別的農友得到秘訣後將

冠軍拿走。公家機關如本場、林務局或縣市政

府等需要試驗農家，也都全力配合，包括綠竹

栽培試驗、肥料試驗及合理化施肥試驗等等，

試驗結果相當不錯，都提供農民參考使用。吳

農友並認為種竹筍也是要讀書上課，本場或縣

市政府辦理講習課程，他只要有時間一定去參

加，老師說的話要聽，不要以為自己最好，要

持續進步才不會給別人追上，並以此與所有農

友共勉。

103年五股綠竹社區獲得農委會水保局農

村再生跨域示範計畫補助辦理「綠竹社區綠竹

無病毒種苗示範栽培及輔導計畫」，吳農友鑑

於五股地區最主要農作物綠竹都已得到竹嵌紋

病，因此，提供自有農地配合計畫設置示範園

（圖2）。該示範園要先將罹竹嵌紋病之綠竹

砍除，再將地下根莖挖出，檢驗土壤並進行土

壤改良，最後將無病毒苗定植，必需要等到隔

年才有收成，該年產量減少，因此，欠了一大

筆「筍債」，

希望消費者能

多多體諒。

俗話說成

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一個偉

大的女人，吳

農友也不例

外，其賢內助

楊春女士，早

上在市場販售

先生生產的有機綠竹筍、絲瓜、南瓜及葉用甘

藷等農產品，回家後還要做各種農事及家事，

將長得不漂亮的綠竹筍做成筍乾、收絲瓜水製

成絲瓜露。吳太太喜歡烹飪，手藝甚佳，參加

烹飪比賽幾乎每次都得獎，甚至得到97年全

國綠竹筍創意料理比賽亞軍（圖3）。

去年吳農友多了一個幫手，那就是唯一的

兒子吳煌棋，原來從事網路記者的兒子決定回

到農村，與綠竹為伍，讓棄醫從農的吳農友

非常高興後繼有人（圖4）。吳農友覺得兒子

回來幫忙後，工作起來輕鬆多了，以前祖先用

鋤頭種綠竹養活全家的信念，不管怎樣一定要

傳承下去，一起努力將五股綠竹筍的名聲打出

去，讓更多的年輕人願意回農村一起種綠竹。

經過這幾年的學習，吳農友覺得兒子已經進步

很多，從農成績已經超過70分，專業筍農吳

煌棋指日可待，因為有最好的老師可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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