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古厝庭院曬稻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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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經典好米

濁水溪沿岸向來是臺灣良質米的產

地，竹塘鄉位於濁水溪沖積平原中心，從

上游帶來黏性高的褐黑色土壤，配合濁水

灌溉，鄉境地勢平坦，適合種植稻米，加

上全年陽光充足、平均氣溫為最適合稻作

生長的攝氏 22度至 25度，栽培環境可說

得天獨厚。

更重要的是，竹塘鄉是彰化縣工廠最

少的鄉鎮，以農業為主，沒有工業污染的

隱憂，所栽種的高品質「台 9號」及「台

南 11號」、台中 194號香米，便以「竹塘

米」打響名氣，行銷全台各地，逢年過節，

農會推出的稻米伴手禮，十分搶手。

竹塘鄉全鄉土地約有三分之二是耕

地，一半以上均為農戶。距海不遠，又臨

濁水溪，是一個「風頭水尾」的地方，為

一典型的農業鄉，農產豐富，少數工商仍

以農業相關產業為主，如米粉、洋菇的加

工，全台著名的好米品牌，重要的產地就

在竹塘鄉；名聞全台的「新竹米粉」，許

多原是由竹塘代工，近年來才逐漸以「竹

塘米粉」打開市場與知名度。

竹塘鄉耕地面積有 2,462 公頃，其中

75%是稻田，面積約有 1,800 公頃，一年

生產約 4萬噸稻米，為縣內重要穀倉之一。

稻農都是世居於此的鄉親，與土地之間有

著深厚的情感。種植的稻米，粒粒飽滿、

今日竹塘

彰化縣竹塘鄉的土地是濁水溪千年、

萬年以來沖積而成，由於土質肥沃，水源

充足，氣候溫和，孕育出欣欣向榮的農業

景觀，除了濁水米之外有蔬菜、葡萄、釋

迦、火龍果、水蜜桃、高接梨、葡萄、西

瓜等，加上農民的勤奮，一一在這塊土地

上生長出來了，竹塘儼然是一個農業的百

寶「鄉」，只要流汗，要什麼有什麼。

這裡充滿著樸實鄉土人情、沈靜幽雅

的自足情懷。走進竹塘鄉，宛如世外桃源，

鄉內景觀一片綠浪環繞、綠意盎然，一望

無際綠波盪漾的稻田，每到收割季節更是

金黃稻穗迎風搖曳，飽滿的稻株在和煦陽

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美不勝

收。

竹塘鄉沒什麼大建設，但保有農村特

有的溫馨傳統，在城市中處於忙碌、壓力

下生活的人，來到竹塘，必會感受竹塘的

水最甜、竹塘的土最黏，而不願離開。走

在田間，信手拈來，一片綠葉、一朵花、

一隻白鷺鷥，都可以寫入詩，都是人間好

天地。

也許在講究生活品質的今天，沒有建

設就是最好的建設，不然綠油油的農田變

成水泥叢林，生活空間少了，壓迫感也隨

之而來，所以看無爭的農民，沒有市虎爭

道的田間小路，不就是幸福、喜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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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香甜 Q軟，風味獨特，深受消費者的

肯定。

竹塘鄉農會從民國 92年起開始輔導

農民種植台梗 9號及台南 11號良質米。台

梗 9號及台南 11號都是台中農改場精心研

發出來的好品種，品質聞名全國。經過多

年的經驗，農民用心、苦心、悟出好心得、

細心的栽培，終於栽培出稻米界的奧斯卡

獎，那就是「十大經典好米」。

稻米為國人的主要糧食，近年來由於

經濟快速繁榮發展，國人生活水準提升，

選擇高品質的食米，已經成為消費市場的

導向。農委會農糧署有鑒於提升食米品質

日益殷切，唯有國產稻米品質加速升級，

才能維護國產食米市場競爭力。而提高國

產稻米品質則須由農民生產與產業加工，

雙方共同努力。

小時候吃「在來種」的稻米（又稱本

島米），不香不甜不 Q不黏。吃飯只是純

粹為了填飽肚子而已，但貧窮的年代，能

吃飽肚子就是幸福，誰也沒想到未來的世

界有更好吃的米。時代與農業科技的進步，

人們生活品質提升，對於吃的方面的講究，

不僅要營養、好吃，更要吃得健康。吃飯

不再只是填飽肚子而已，而是要當成品嚐

美食的生活享受、所以農委會設在各地的

農業改良場，無不殫精竭慮的從事稻米品

種改良，一代一代的品種改良出來，產量、

抗病力都提高了，再指導農民種植出香 Q

好吃的高品質好米。把飲食西化的消費者

拉回對臺灣米的喜好，找回臺灣的農業人

口，再造臺灣農業的春天。

為加強農民生產稻米注重品質，農委

會農糧署自民國 84年第一期稻作開始輔導

地區農會辦理「鄉鎮級」品質競賽；民國

88年擴大舉辦「縣級」品質競賽；至民國

91年有花東縱谷跨縣市之「區級」競賽。

為擴大稻米品質競賽活動，農委會農糧署

於民國 93年籌畫了「第一屆全國稻米品質

競賽活動」，選拔出全國冠軍米。竹塘鄉

於民國 94年首次參加該項競賽，即榮獲優

勝獎、民國95年榮獲亞軍。雖非最佳成績，

卻給農會及農民帶來無比信心。

為鼓勵國人支持臺灣農民，愛用臺灣

農產品，關心臺灣本土農業，提升產地鄉

鎮知名度，加速鄉鎮產地間交流與互動，

農委會於民國 96年起將「全國稻米品質競

▲ 竹塘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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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重新定位為「十大經典好米」選拔，

藉以鼓勵更多優秀稻農參與。於全國各產

地的冠軍代表中，選拔出當年度最優良的

前 20個產地，其中前十名獲選為「十大經

典好米」，第 11名至 20名優良產地則獲

選為「優質好米」，而不是魚目混珠的以

數十個，甚至上百個鄉鎮統稱為「十大」。

所以十大經典好米真的只有十個鄉鎮獲得

而已，能獲得的都是貨真價實的好米。所

以列入「十大」的米，都可以賣得好價錢，

對農民的用心與投入栽培好米，可以獲得

實質上的回饋。

竹塘鄉農會每年皆舉辦鄉級選拔，再

推薦最優秀者參加。從民國 97年開始到民

國 102年，連 6霸的蟬聯全國「十大經典

好米」之殊榮，讓竹塘米與經典好米畫上

等號。

民國 103年起，農委會再將十大經典

好米選拔改為 3人一組的「全國名米產地

冠軍賽」。提供農民們集結眾人智慧結晶，

提高參賽人數，讓獎項回歸優質產品。

彰化竹塘鄉農會再度以「台梗九號

米」，參加首屆「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

不負眾望勇奪冠軍，讓「竹塘米」在歷年全

國稻米比賽中「七連霸」，穩住全國「冠軍

米」故鄉的寶座。持續得獎，激勵農友們

持續生產高品質的稻米，讓消費者吃到安

全、營養又健康的米食，並增加農民收益。

風頭水尾竹塘放光

台梗 9號米粒飽滿，在各米種中 Q度

高且富彈性，即使冷了也不減美味，用途

▲ 竹塘鄉段的深耕圳，是重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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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可以製作成壽司、米糕、粥、及各種

米食料理，樣樣好吃。

台梗 9號品質好，生長過程必須較耗

成本與心血照顧，每分地產量又比 11號少

約 3至 4百台斤，但可以賣得比較好的價

錢，所以在農會推廣之下，目前全鄉種植

面積約有 300多公頃。

竹塘鄉農會過去主要推廣台梗9號米，

在農民努力下，質、量俱佳，已蟬聯全國

十大經典好米、名米產地冠軍逾十年。除

農會外，許多米商也都爭著與農民簽約。

但這些米商並不以「竹塘米」為名，都是

用自己的品牌行銷，只有在包裝上註明產

地「竹塘」。近年農會則積極推廣新品種，

如台中 194號米，並以「竹塘飄香米」行

銷，希望未來也能在全國良質米評鑑上獲

得殊榮。

台中區農改場作物改良課研究員許志

聖表示：台中 194 號米煮起來風味和「台

 9 號」相比，外觀看起來晶瑩剔透且耐儲

藏，米飯香味比較濃，硬度比較軟，黏性

比較黏，整體口感更好，加上第一、二期

收穫稻穀儲藏 4 個月後，米飯口感和香味

還能維持不變。

許志聖說，「台中 194 號」株型良好、

不易倒伏，對於稻熱病、斑飛蝨及白背飛

蝨等病蟲害也有不錯的抵抗力。目前以彰

化竹塘一帶種植最多。

竹塘的稻農對稻田早已培養出深厚感

情，最佳的環境、最用心的種植，不管是

台梗 9號、台南 11號、還是飄香米，在

竹塘這塊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米就是粒粒飽

滿、鮮度夠、光澤亮、Q度足、口感香。

所以竹塘鄉出外打拚的子弟，返鄉第一件

事就是要吃一餐家鄉生產的米食，同時帶

一包回到工作地，以解鄉愁。使得風頭水

尾的竹塘也能大放光彩。所以推銷竹塘的

觀光，就必須與米結合，「竹塘好米」成

為好米故鄉的最佳代名詞

竹塘鄉所生產的米，一部分由農會收

購，烘乾、脫殼、包裝都是農會自設工廠，

一貫作業完成，然後以「竹塘米」名號販

售。除了在竹塘農會的「歐米雅給館」販

賣部可以買到竹塘米之外，在全臺各地農

會或部分超市亦有販售，消費者可以就近

採購。

在食品安全日益受消費者重視的今

天，竹塘米是貨真價實的在地好米，沒有

摻雜進口米，每一粒都是農民用汗水辛苦

灌溉培植出來的，這是農民引以為傲的。

竹塘米冰棒

除了米之外，竹塘鄉農會亦開發出「竹

塘米冰棒」，以竹塘米做成的冰棒，有米

的香 Q，口感勝過其他市售冰棒多多，所

以深得消費者喜愛，業績直線上升。總幹

事詹光信表示，農會持續研發以竹塘米為

基礎的產品，希望帶動竹塘米的知名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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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量，讓竹塘名聞全臺。透過米類製品，

讓消費者認識竹塘不只是濁水溪旁的一個

小鄉鎮而已，更是濁水溪賜給臺灣人民最

優良的米食故鄉之一。

從農會出產的米月餅、米麵包、米鳳

梨酥、米洗面乳等，可看見其周邊商品已

讓「米」跳脫原本主食的產品線，進而發

展為零嘴、生活用品等。米化身為各種令

人意想不到的製品，米的多元身分，讓人

在吃喝玩樂中，處處與米相遇。而米類的

周邊產品不論品牌、口感或包裝，都讓人

嘖嘖稱奇，忍不住豎起大拇指！

米食的民族

臺灣的糧食自給率僅有 30％，稻米自

給率約 90％，過去總認為將土地開發成工

業區、商業區或科學園區才能提高產值，

促進地方發達，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沒有

農業，就沒有工商科技的進步，更沒有世

界文明，有農業條件的國家無一放棄農業，

雖然占社會整體產值低，但沒有農業，無

異被人掐住咽喉。找回插秧人、找回稻香

文化，要提高糧食自給率，就需地盡其利，

獎勵生產，把農業人口找回來，還可降低

失業率，恢復農村樸實溫馨的人情味，調

和失序的工商價值錯亂觀，發揚祖先刻苦

勤勞的精神，再造 21世紀的儒家光華。

我們是米食的民族，對稻米情有獨鍾，

賦予它多樣性的名稱與功能。幼苗稱為

「秧」，故播種稻米稱為「插秧」，插秧

後才稱為「稻」，收割後的果實稱為「粟」，

去殼後才稱為「米」，煮熟後稱為「飯或

粥」，也可加工作成「粽、粿、糕、餅」，

沒有一種食品擁有這麼多名稱的，祖先們

的命名，看得見對米的鍾愛。因為米養活

我們 5千年，一部中華文化史就是一部稻

香文化史。從前農村所有活動都是以米或

稻穀為標的、信物，如民間互助會以稻穀

為標的，理髮包年制也以稻穀抵價，婚喪

喜慶神明生拜拜更不能沒有米。

彰化竹塘鄉將承續這一部稻香文化

史，同時將竹塘米發揚成臺灣米，變成世

界的品牌。

▲ 結穗滿滿的金黃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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