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新屋區是全臺農地面積最大的基

層行政區，除了保留客家辛勤農家文化外，

沿途的稻田也是桃園市最引以為傲的風景，

讓繁忙的都市生活有了一片綠意盎然的氣

息以及純樸的農村風貌。緊鄰海岸的強風氣

候、灌溉水圳的末端、土壤條件也不算得天

獨厚，但靠著客家人勤奮的工作態度與完

整的水利系統也讓新屋區成了著名的魚米之

鄉。

67歲的李永清就是一位典型的客家農

民，從年輕時開始就幫家裡種田至今已經43

年，一直期盼能靠後天努力種出好米，在一

次因緣際會下接觸了有機栽培，瞭解有機栽

培對於環境及土地的益處，才開始加入新屋

區有機米產銷班第7班，並踏入有機栽培的

「天堂路」。在投入有機栽培初期遭遇許多

的困難、阻礙及不習慣，尤其在雜草防除方

面的問題，靠著詢問本場得知，雖然可用前

期的水分管理來抑制雜草，但田間整地時真

的很難要求田區的每個角落都是完全平整，

較高的部分就容易有雜草生長；另外，就算

是機械式除草機，也只能處理行間雜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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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有機米達人 - 李永清

株間雜草終究無法解決，最後還是需要仰賴

人工進行田間除草。因此，李農友每天早上

天還沒亮就到田間報到，一路忙到天色漸漸

黯淡，長期下來觀察到只要有一棵雜草生長

在田間，尤其是匍匐類的雜草，例如千金

子、雙穗雀稗以及長梗滿天星等雜草，如果

不馬上根除很快就能拓展它的「領地」，只

採用割斷的方式除草就像在幫它繁殖，很快

就會有新芽萌發，在田間落下的種子或是殘

體也會成為下一次的大問題，因此，需要費

力將雜草連根拔除搬出田區外。

談到耕作的訣竅不外乎用心注意每個流

程，從整地、播種、插秧、肥料及收穫後調

製全程都是由自己親自操刀，每一個環節都

不能出紕漏。尤其是秧苗需要自己培育，稻

種也是需要細心注意的關鍵，除了要確保品

質與發芽率外，更重要的是稻種的純度夠，

水稻栽培是否夠水準就可以從此看出端倪。

收穫後自己烘乾，先循環數小時後才用慢火

烘到適合的水分含量，確保碾米品質，烘乾

溫度過高往往造成碎米過多。種植前與收穫

後一定要採土採水送農改場進行檢測，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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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米達人-李永清先生。 ▲	有機新香白米與糙米1.7公斤真空包裝。

每期作依照建議調整適當的肥料用量，同時

有機質肥料會緩慢地釋放肥力，所以都是在

基肥時一次下足，配合新屋區這邊的土壤性

質，完整供應水稻養分，最重要的是，每年

都有通過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的驗

證，確保栽培環境的安全無虞。剛開始轉型

有機栽培時想說獨善其身，只要自己沒有用

化學農藥和肥料並確保灌溉水源是乾淨的就

沒有問題，但卻還是發生自己的稻穀被驗出

農藥，進一步追查才發現隔壁臨田有噴賓克

隆農藥，因為李農友的水稻田在下風處，些

許的農藥飄散才造成藥劑的檢出，這讓他深

刻的體悟到有機栽培需要鄰近田區的配合，

所以他也開始呼朋引伴的邀請附近的農友加

入有機栽培的行列，一起鑽研栽培技術。

在0.9公頃的有機稻田上澆灌自己的汗水

與努力，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今年「107

年度稻米達人冠軍賽」中，李農友順利脫穎

而出，以本場育成的香米品種桃園3號拿下

全國有機米組亞軍。談起比賽的心路歷程，

李農友表示參賽除了需要有栽培技術外，更

需要老天爺氣候的配合，去年度他的稻子生

長高度、葉色相當整齊一致，稻穗抽的整齊

漂亮，十分有冠軍相，但來了一陣開花抽穗

期最怕的高溫南風後，造成水稻出現一堆白

穗，最後也只能望洋興嘆。

最後談到他栽培的有機米和外面的一般

米有什麼差異，是否有值得讓消費大眾多花

點錢購買的理由，李農友覺得除了有機米安

全健康外，最主要在於米的香氣和口感。因

為有機栽培是利用栽培技術與培養優良環境

讓水稻自己變強壯，提昇抵抗外界病蟲害的

能力，身強體壯自然會具備濃郁的香氣與Q彈

的口感。他也滿懷信心的表示，如果大家有

質疑可以試試他所生產的有機米，嘗一碗後

答案不辯自明。透過新屋區農會的契作，推

出新屋區農會品牌「有機新香米」與「有機

新香糙米」，讓臺灣的消費者都可以購買到

高品質又安全的有機白米與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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