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凡響，一舉拿下	97	年全國十大經典好

米榮銜。從「無米樂」崑濱伯以降，台南

縣後壁鄉在全國好米競賽中成績斐然，此

次蕭登財代表後壁鄉參賽，不負使命延續

榮光，蕭登財至為高興，他形容，就如少

年仔娶某那般。

種了大半輩子的稻米，蕭登財天天看

田巡水，沒想到也有上台領獎的一天。入

選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對作田人而言，這

是至高榮耀，讓他覺得人生很有價值。雖

然年歲漸長，但蕭登財毫無退休的想法，

他說，作田人與土地有感情，每天不到田

裡走走就不習慣，只要身體能作主，會一

直走下去，得獎不表示不再有目標，他要

繼續打拼，種出更好吃的稻米。

種稻	50	多年，一向單兵作戰的蕭登

財，3	年多前，加入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

契作團隊，轉種新米種「台農	71	號」，

栽培作為也由以往的重量改為重質。種稻

近一甲子的深厚功力，輔以科學數據分析

導引，蕭登財「轉型」種出的稻米果然不

─十大經典好米得主蕭登財
文圖｜徐清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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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三連霸‧作田人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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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多多益善的做法大不相同，

栽培管理方式有極大差異，很多

資深稻農一時之間調適不來。蕭

登財資歷雖深，但勇於接受新

知，學習新管理方法並無罣礙，

轉種新米種很快上手，轉型過程

中，對於行之多年的田地施肥作

業，別有一番體認。

師傅級高手．榮耀歸團隊
後壁鄉早年灌溉水源不足，

鄉內農田以縱貫鐵路為界，以東擁有完備

的灌溉系統，以西則屬「看天田」。蕭登

財的農田原本採水稻、甘蔗、甘藷	3	期輪

作，水稻並非唯一作物，及至曾文水庫完

工通水，灌溉水源豐沛，全部農田均可獲

得滋養，蕭登財於是改為兩期稻作，全年

耕種水稻，僅冬季二期稻作收割後，田地

稍作曝曬才有短暫的喘息時間，休養顯然

不足，尤其蕭登財以前採慣行農法，施肥

以化學肥料為主，長年耕作下來，土地酸

化，即使撒下大量石灰中和酸性，效果有

限，田地仍然硬實。

轉種台農	71	號後，蕭登財施肥以複

合式有機肥為主，用量減少，效果卻更

好。他估算，用肥量足足節省了一半，田

世居後壁鄉．與稻秧為伍
蕭登財世居後壁鄉頂長村，國小畢業

就下田，此後不曾離開過田地，67	載的

人生，與稻秧為伍日子超過半世紀，種稻

功力之精煉不在話下，不過，以往蕭登財

習慣自耕自種，不曾參加任何產銷團體，

3	年多前，在農友的鼓勵及遊說下，加入

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契作團隊，學習不同

的稻田管理方式，轉型不久，就亮出耀眼

的成績。

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以台農	 71	 號

為主力米種，台農	 71	 號俗稱「益全香

米」，係由日本「絹光米」與本土品種

「台稉	4	號」雜交而成，米粒外觀短圓飽

滿、晶瑩剔透，炊煮後，散發類似芋頭的

濃濃香味，絲毫不愧「香」米之稱。台農	

71	號於民國	89	年正式命名並推廣後，迅

速走紅，全國各地栽培面積激增，儼然米

國新星。

台農	 71	號香米以品質為

導向，栽培上，與產量導向

的品種不一樣，最大差

異在於施肥量不能過

多，氮肥尤其忌諱，

一旦過量，稻株容

易倒伏，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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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田是蕭登財每天例行工作

二期稻作收割

58v24-輸出.indd   11 2008/12/10   6:36:58 PM



後，翌年，競賽

更改為十大好米

方式，芳榮契作稻

農沈建益入選首屆

十大，今年除了蕭登財

接棒入選，同屬芳榮團隊、

代表新營市參賽的林金在亦入選十大，近	

3	年的賽事，芳榮團隊不但三連霸，今年

更有	2	人同登金榜。

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由芳榮米廠主

導，專業區契作稻米保證價格收購，100

斤稻穀收購價最低	1,100	元，肥料、藥物

費用並有補助。芳榮設有技術團隊統籌田

間作業事宜，用肥、用藥時機及使用量等

均有標準作業流程，時間一到即依配置

數量送至農家，各農田作業一致，即使

農地條件不同，透過團隊技術調整，稻

子生長態勢趨於一致，品質相當接近。

蕭登財說，曾有農業部門官

員前來訪問，驚嘆整個專

地反而變得鬆軟，土質明顯改善，田地越

種越漂亮。他說，操作小耕耘機犁田時感

受最明顯，有機質豐富，田地犁來輕鬆，

有機肥料的好處，不需數據說明，農人心

裡清清楚楚，但因價格較高，農人未必捨

得採用，蕭登財建議政府適度補助，提高

農民使用的意願，對台灣整體農地環境生

態絕對有正面意義。

雖是師傅級的種稻高手，此次獲獎，

蕭登財卻歸功於芳榮技術團隊的指導有

方，並非個人技術了得，他說，芳榮指導

團隊宛如司機、他則如同捆工，只是按

照指示操作，司機的方向盤掌控得

好，才有此成果，得獎是團隊的

功勞─這當然是蕭登財謙虛的說

法，不過，芳榮稻米產銷專業

區團隊運作確實相當成功，成

立以來，參加全國好米競賽，

戰績輝煌。

全國好米賽．勇奪三連霸
芳榮專業區目前稻作面積約	 100	多

公頃，行政區以後壁鄉為主，少數位於新

營市、柳營鄉，參與契作稻農有	 100	多

人，組成	 7	個產銷班，蕭登財目前擔任

頂長班班長，總班長為「無米樂」崑濱

伯。95	年，崑濱伯勇 奪全國「冠

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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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榮「禾家米」均附
產銷履歷「身分證」

後壁火車站前「無米樂」稻農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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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檢測，充分掌握特性，配置肥料依各

田地特性調配計量，務求恰如所需。

張柏堯認為，施肥作業的「收腳」階

段最要緊，下穗肥之前，芳榮派專人巡

田，稻株過於墨綠，意味氮肥過多、應該

減量，不足則需追肥，透過穗肥的調整，

可確保稻穀品質。

芳榮米廠品管經理殷秀菊表示，台

農	71	號是新品種，有新的管理方式，芳

榮技術團隊與農委會

農試所、農改場密切

合作，認真學習，並

汲取第一線農友的經

驗，吸收轉化、逐步

建構自有技術；學習

新技術，芳榮是最用

功的學生，而農友也

求知若渴，講習會參與踴躍，大家如此努

力、必有回報。

殷秀菊說，專業區成立第一年，芳

業區宛若出自同一稻農之手。

蕭登財非常推崇芳榮技術團隊的輔導

功力，他認為，專業區農友雖然多的是種

稻老手，但多半依賴經驗作業，芳榮技術

團隊輔以科學方法，田地經過肥力分析、

酸鹼值檢測，有明確的數據導引，問診把

脈當然更能對症下藥，對稻農幫助很大。

肥份供給量．依田地調配
被 蕭 登 財 稱 為

「正港師傅」的芳榮

技術人員張柏堯說，

台農	71	號香米的環境

敏感度高，並不易照

顧，肥分供給設定尤

其是重點，氮磷鉀比

例需恰到好處，過猶

不及，各稻田先天環境不同，經過休耕或

種植綠肥，田地有機質含量較高，肥力會

有差異，產銷專業區每一塊田均經過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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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後稻田，白鷺鷥享受大餐 榮獲十大好米，蕭登財老厝張燈結綵

蕭登財與技術好幫手張柏堯 (右) 合影

收割前，稻穀田間採樣檢驗

58v24-輸出.indd   13 2008/12/10   6:37:03 PM



榮產銷團隊參加全國好米競賽入圍前	 20	

名，起步有此成績已很滿意，第二年目標

希望推進到前	10	名，沒想到，代表參賽

的崑濱伯一舉拿到全國冠軍，激勵了專業

區全體班員，由於專業區田間作業一致，

所生產的稻子品質

僅有些微差距，

崑濱伯拿下全國第

一，意味自家的稻

米距離冠軍米並不

遙遠，有了信心，

願景就出現，大家

競相往質的方向努力，帶動了地方生產稻

米整體品質精進，此後，芳榮專業區連連

得獎，絕非偶然。

競賽連獲獎．後壁米亮眼
後壁鄉位於嘉南平原中心地帶，八掌

溪、急水溪川流而過，全鄉泰半為肥沃的

沖積土，7,200	公頃的幅員，水稻栽植面

積即超過	 5,000	公頃，全國第一，是不

折不扣的稻米之鄉，但以往「後壁米」的

名氣並不響亮，近幾年來，全國競賽連連

得獎的榮光，才擦亮了「後壁米」的招

牌。如今，不論是鄉農會創設的「蘭麗

米」、芳榮的「禾家米」均是米市場的火

紅品牌。

品質獲得各方肯定，芳榮專業區

接下來努力的目標在於量的提升。台

農71號不易照顧，產量也偏低，蕭登財

另有田地栽培「台南11號」，他計算兩

者的單位產量差距，1	分地達	300	 -	 500	

斤，落差不小。今年入秋後，接連	3	個颱

風侵襲，台農	71	號不耐強風、受創率頗

高，蕭登財估計	1	分地大概只有	700	斤

稻穀可收成，已不符生產成本。殷秀菊

說，「顧佛祖、也要顧肚子」，若只著重

品質而產量不佳，終不符經濟效益，質量

俱佳才是長久之道。

種了大半輩子的稻米，天天看田巡

水，沒想到也有上台領獎的一天，入選

全國十大經典好

米，蕭登財相當

高興，他形容，

高興的程度與少

年 仔 娶 某 沒 兩

樣，對作田人而

言，這是至高榮

耀，讓他覺得人生很有價值。

得獎的滋味甜美，不過蕭登財無意於

明年再拼，此次代表後壁鄉參賽，不負使

命捧回獎盃，「崑濱伯」開啟的得獎紀錄

沒有中斷，他心願已足，機會應該讓給新

人。

雖然年歲漸長，蕭登財毫無退休的想

法，他說，作田人與土地有感情，每天不

到田裡走走就不習慣，只要身體能作主，

會一直走下去，而且得獎不表示不再有目

標，他還要繼續打拼，種出更好吃的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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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後壁鄉頂長村 46 號
蕭登財：06-662-2268

好米競賽，芳榮稻米產銷專區連 3 年獲獎

佇立稻田間的芳榮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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