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阡陌農道，蜿蜒路徑中花草繽紛，笑靨迎人

飽滿綠意，各種青翠作物陽光向晚，搖曳徐

風中呈現幽雅悠閒的美麗景色，好一幅農家樂的圖

景！許久未曾徜徉在如此謐靜襲人的鄉野，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安祥氛圍，這正是我們本次專訪李龍泰

委員住居新北市新店灣潭的溫馨家園。

三代同堂的住居中充滿歡笑與溫馨的話語，李

委員從小對學問追求相當渴望與執著，雖然當初因

家境問題只讀到初二，但在農忙之餘猶時時自我進

修追求新知，充實學識，一路走來完全靠著求知的

毅力與決心，逐步積累習得生活經驗與智慧，遂開

展出值得回味的人生旅程。

從小在農家長大，舉凡除草、插秧、播種、

施肥、翻土、堆畦、拔蘿蔔、洗蘿蔔、切蘿蔔……

等眾多農事，無一不與，無一不精。當完兵後，因

緣際會投身建築行業，當時農村經濟式微，生活困

苦，年輕人一有機會，無不嚮往到市區內工作，希

冀翻轉命運的安排，並相信努力與勤奮能改善生

活，改變未來，這就是廣為人傳頌稱道的｢台灣牛精

神｢。

在建築業辛勤耕耘近40年，代表的建築物為

新店市公所的地下停車場，4000坪建坪分為上下兩

層，共規劃376個標準停車位，因為工料實在，設

計實用美觀，在當時是一件了不得的公共建設工程

成就與典範，不僅造福當地居民行的方便與停車利

便，也贏得了當地士紳及機關團體的讚譽。

戴上斗笠，搭乘機車在李委員引導下，經過無

數曲折的田間小徑，造訪他的有機菜瓜園；一入園

門就被眾多垂吊結實纍纍肥碩飽滿的瓜果景象震懾

住；第一次看到菜瓜園是如此大面積栽種且多產；

一般農家因為菜瓜是屬於容易種植又易結果的菜種

成長迅速，種植株數大抵會少於20株，這樣大的瓜

園殊為罕見。

彎著腰走在瓜田中（如果不彎腰大概走兩步要

與碩大成熟的絲瓜撞一次頭），在笑語與讚嘆聲中

隨手摘取堪熟的肥大菜瓜，條條重2到3斤，有機農

產本就不易有收成好相，然而這裡的瓜相卻比一般

要好個兩三倍，真是傑出的種植達人。

有機種植先天上限制頗多，不灑農藥不用激

素，他利用自然地勢開渠引水灌溉隨時滋養瓜枝，

並施以有機磷肥，先養成田地的地氣與養分，這樣

的用心，才有如今眼前的豐饒景象。

在回程的路上，路兩旁整齊的田畦掛上有機農

場租作的廣告，各種農作物間，種植辣椒、香草、

洋蔥、蒜頭等天然抗蟲植物形成自然屏障，這種有

機自然驅蟲工法見證了台灣農業未來環保與品質並

進的發展遠景。

李委員的一生多采多姿，34歲時為了實踐服

務人群的心願，毅然在居劣勢的情況下出來競選里

長，當時住居的灣潭區僅佔全里里民數的1/3，與有

2倍人口的直潭區人士競爭，依常理判斷贏面不大，

但是他為人誠懇，熱心助人的形象讓全灣潭區里民

全力支持，進而當選，創下了可能是台灣地方自治

史上的記錄，該里選民百分之百參與投票，百分百

支持，連在醫院吊點滴的里民也都請假回鄉投下神

聖的一票。

里長12年任內，積極作事，做到了〝有求必

應〞的土地公精神，在回饋鄉里、增加建設、造福

居民上戮力為公，更在大小事務，疑難雜症上來者

不拒，只要對居民是好的，他一定全力以赴；更

有他獨自出資捐蓋房舍給里內貧民居住的感人事

蹟！至於恤貧救急，捐助金錢，疾病送醫，集資送

終……等等善舉，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真乃人間

菩薩行也！

70年開始吃全素，奉行淨土宗的淨空法師，法

師創辦華藏世界弘法大願，在華藏電視台長期佛法

傳佈，引渡有緣眾生，是一位有名望的得道高僧。

李委員自此虔誠修持，希冀能帶給週遭人們更

多的福報，他與本會結緣甚早；民國65年擔任水利

小組組長，93年競選榮任會務委員至今10餘年，對

會務相當熱心，對農田水利及農業工作興革多有定

見，希冀本會訊刊物能增加農業新知專欄，傳授施

肥技術，引進有機栽培，促進農民收益，提高年輕

人回鄉投入有機精緻農業的生產、行銷事業。

李委員常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人生以

服務為目的｢奉為人生圭臬，並教導兩個兒子，無論

在學習場域或職業場域，要能秉持〝熱心、無私、

奉獻〞的精神，不怕煩、不計較，要有｢吃虧就是佔

便宜｢這種大智若愚的修為，才能焠鍊出好的人品涵

養，好的生活哲學，永持謙卑待人處事的態度；就

是這種精神造就了一家人傑出的非凡成就，大兒子

元榮君現任亞洲大學建築系主任並即將接任該校副

校長，二兒子元中君追隨父親腳步進入農業體系，

克紹箕裘，深慶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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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地瓜身體好
地瓜是一種鹼性食品，含高纖維素，除可以滑腸通便外，還可中和人體內所累積過多的酸，如吃太多的肉類、蛋、或疲勞引起的酸。此外地瓜中的膠原及粘液多醣類物質，可以預防動脈血管硬化與保持血管彈性，加強多餘膽固醇的排泄，是一種好吃又健康的蔬菜。

▲李龍泰先生伉儷

熱忱服務鄉里為己任的  
李龍泰先生會務委員

▲豐收採瓜，分享家人及鄰居好友

▲有機菜瓜園結實纍纍，令人驚豔

樂 活
人生

▲新店工作站站長楊桂雄(右)探訪李委員

怡 然
自得‧

好點子
枸杞紅棗茶

枸杞+紅
棗，量隨

意抓即

可，但煮
過會比用

泡的效

果好喔！
枸杞最適

合用來消

除疲勞，
枸杞能預

防動脈硬

化及防止
老化，還

具有溫暖

身體的作
用，使血

液循環變

好，指頭
末梢和嘴

唇都不容

易乾裂，
只要持續

每天當茶

喝兩個月
，保證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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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會 務 報 導 一

本會會務工作原由台北市政府督導，自

今年5月份起改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全權接手，且本會屬性已轉變為都會型水利

會，組織結構、功能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急需修正組織章程，以利經營發展；該

章程業經內部多次逐條會商、調整，已完成

草案。

草案總計52條，因應主管機關異動，部

分條文除做文字修訂外，多數條文均從永續

經營發展角度進行調整，計刪除及新增各2

條文、修正25條文、維持現行條文25條，思

慮周詳完整。

為集思廣益於9月10日上午10時於6樓

會議室舉行會務經營發展座談會，邀請會務

會員與各組室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共同會

商，農委會林國華科長列席指導，會議由林

會長主持，他詳為說明修訂該草案的原委、

精神及目的，請與會人士提供卓見；並強調

此次會議的目的是對草案有

討論研商並交換意見，經會

商後獲得共識；依程序隨即

提於10月3日第三屆直選第

四次臨時會務委員會議研議

通過，業報請農委會核定再

案；該章程攸關本會創新推

動會務工作的重要動源，亦

是永續經營發展的憑藉。

▲林會長主持會務經營發展座談會，就修訂組織章程與與會人士交換意見。

��� 

舉辦               聯席研討會暨
本會於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假新店工作站舉行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議，小組

組長及班長出席踴躍；會議由管理組長陳秀雄主持，林會長、阮總幹事聯袂

列席會議；主席感謝小組組長及班長對地方灌排事務的協助，同時目前灌區各渠道

正進行清圳、除草維護管理工作，請小組成員惠予協助；由於受都市發展影響，事

業灌溉區日漸縮減，另自今年5月份起本會適用農委會督導農田水利會的相關法令，

小組組長及班長十分關注，會長針對這這兩件事，詳細解說，強調本會是以永續經

營的理念推動各項會務工作，在擴大灌溉區域與農委會溝通協調上，進展順利已無

問題，會長一席話，解除了疑慮，並請大家於會議結束後參與圳頭祭。

本會每年辦理圳頭祭，意義非凡，一方面祭拜艱困開鑿主圳－瑠公圳的｢瑠公及

施工意外亡故的先

賢，深刻表達後人

不 忘 本 的 感 恩 心

境，並使本會承繼｢

瑠 公 精 神 推 動 工

作，服務社會；一

方面感謝上天一年

來的庇佑，闔家平

順，安居樂業，並

祈來年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圳頭祭

由會長擔任主祭，

前會長陳｢｢烱 ｢松、周清標、林錦松，與眾人持香陪祭，儀式簡單隆重，在眾人寧靜肅

穆上香鞠躬中完成整個行禮程序。

水利小組聯席會議與圳頭祭同日舉行，對傳達本會飲水思源與永續經營理念，

凝聚基層幹部向心，鼓舞同仁團隊士氣，致力會務推展，效果甚宏。

▲於新店工作站， 舉行一年一度圳頭祭，林會長持香主祭、眾人陪
祭，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本會於8月6日上午10時30分在六樓會議室舉行「103年會

務經營發展座談會」，與會成員有全體會務委員、顧

問、各組室主管，業務相關同仁等30餘人；會議由林會長主

持，對高雄近日發生嚴重氣爆釀成重災，會長率與會人士為氣

爆殉難者起立默哀，並祈福高雄市受災區重建順利，災民早日

恢復正常生活。

本次會議緊急召開之目的是針對高雄日前遭氣爆巨劫，

本會會員及同仁感同身受，如何即時救難賑災，撫慰災民，是

本次會議核心議題；經會商決定會長代表本會捐獻災款300萬

元，逕撥入高雄市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專款專用，另會務委

員、顧問、員工亦慷慨解囊共襄盛舉，該善款已於8月12日匯

送高雄市社會局運用，並收到收據及謝函。

會長表示：「關懷社會，積極從事公益服務工作，是

瑠 ｢ ｢公人對社會公眾的責任與義務，本會歷年來對捐款濟難之

義舉善行一向盡力而為，俾充份發揮人溺己溺的瑠 ｢公大愛精

神」。

修訂組織章程永續經營

▲管理組陳組長主持本年度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林會長及阮總幹事列席會議。

圳頭祭

捐助         災款
高
 雄

水利小組



農田水利會第      期會訊19 2 版台北市 會 務 報 導 二

會 務 映 象

▲舉辦瑠瑠公墓園秋祭活動，林會長帶領顧問、全體會務委員暨員工虔誠祭拜。

▲8月27日嘉南農田水利會同仁來訪，兩會員工參訪坪林
茶園歡喜留影。

▲為推廣當季蔬果農產， 7月8日上午10時於6樓大禮堂
舉行製作義大利麵（醬）之示範課程講座。

▲7月15日上午在六樓會議室，舉辦員工在職訓練，講師
講解「心肺復甦術與簡易急救」課程。

▲9月5日舉辦法紀教育會長主持有獎徵答活動，員工踴
躍舉手搶答。

▲9月15至23日舉辦會務委員國外觀摩活動，參訪瀋陽近
郊之棋盤山水庫。

▲ 10月15日舉辦員工慶生會活動，林會長與壽星接受同
仁及來賓祝福。

▲10月21日參加「臺灣地區農田水利會第50屆水利杯錦
標賽」同仁於賽場合照。

▲11月26日舉行第三次員工在職訓練，林會長介紹講師
方蘭生（圖右）教授。

周邊景觀工程完工墓園

本會事業灌溉轄區橫跨大台北地區，隨著市區建設發展，面臨灌
溉面積逐漸流失，會員減少之困境，這是都會型水利會面對的

轉型與挑戰。 

自林會長上任後，強調創新求變是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要
務，是故，積極於既有之基礎上推展新興會務工作；一年多來已陸
續推動：成立企劃組，規劃中、長期工作計畫；將石碇、深坑、坪
林原屬本會灌溉農地，重新歸建，並辦理舊有會員回復會籍工作，
以拓展灌溉區域；擴大推廣旱作灌溉，配合農委會協助全省各地農
民增添旱作灌溉設施，增加農作物收成與農民收入等等。

為執行前述各項工作，會長並適時調整人事，拔擢優良同仁，
適才適所，鼓舞同仁勇於任事，全力以赴；員工在會長引領下，瞭
解工作願景與目標，形成一股創新推動會務的朝氣與動力，帶領本
會持續向前邁進。

會長主導會務創新求變

每年春、秋兩季本會於新店安坑｢瑠公墓園舉行祭拜祈禱活動，表達對

瑠公的禮讚崇敬之情；為維護墓園清幽完整，平日管制人車出入，

唯進入墓園通道及周遭景觀未作整體規劃，難免與肅穆的墓園環境有些扞

格，去年經林會長提會務委員會議決議，編列預算進行墓園景觀改善工

程。

自本年二月份開始委託「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辦理是項「瑠
公墓園周邊景觀改善工程」，在本會指導下開始從事鑑界、排除占用會有

地、規劃設計、審查、評選等先期作業，並自七月份起施工，全程採用生

態工法，墓園入口道路用連鎖磚鋪陳，不用水泥黏合；道路兩旁鋪設植草

磚並種植地毯草，加強水土保持，另設植栽區種植蘭嶼羅漢松、光臘樹、

檀香柏等長綠樹木，施工區域廣泛，整個墓園景觀樸實大器、整齊青翠。

10月2日上午11時於新店安坑｢瑠公墓園舉行秋祭活動，會長、顧問、

全體會務委員及同仁在完工煥然一新的景觀墓園隆重祭祀，更能彰顯慎終

追遠瑠｢公的虔敬之誠。



農田水利會第      期會訊19 3 版台北市

金門──是一個響亮中外的地理名稱，長久牽

動著兩岸人民的心結，以前是反共的堡壘，

現在是和解的前哨站；它擔負了時代賦予它偉大的

使命，卓然屹立在台灣海峽壯闊洶湧的波濤中。

金門是由大、小金門及大、二膽等共12個島嶼

組成，劃分為金城、金寧、金湖、金沙及烈嶼五個

鄉鎮，總面積150平方公里，土地地層為花崗片麻

岩為主，土壤以砂土及露頭紅壤土為代表，土質貧

脊不適合農作；全年降雨集中在夏季，年降雨量約

1000公釐，且夏季氣候酷熱，水氣散失快速，土

壤蓄水能力差，而秋冬東北季風強勁，氣候乾冷酷

寒，種植農作條件極端嚴峻。

金門最有名的作物當屬高粱，金門酒的醇厚

香氣吸引了全世界的品酒人仕，金門酒廠是縣政府

的金雞母，明朝千戶所城城邊

的寶月泉，泉水甘甜冷冽是釀

酒的好水質，酒品分為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及神農酒，

全部都以高粱及小麥為釀酒原

料。配以全國唯一官窯「金門

陶瓷廠」精心設計出各種樣式富藝術氣息的酒瓶，

每每造成收購風潮。金門特產〝一條根〞，它是一

種闊葉大豆，挖出的根單一細長，是以有其名。它

能舒筋活絡、驅風除濕、提神醒腦，產品擴及藥

系、化妝領域及飲品系列，可謂相當成功的地方特

產。另金門的檳榔心芋栽種於烈嶼與大金門，年產

量30多萬公斤，這裡氣候適合栽種芋頭，加上本地

空氣與水均為完全無汙染，芋頭香鬆綿密，吃法繁

多，有煮粥、蒸芋餅、吹芋粿、炸芋塊、搗芋泥、

搓芋棗、做芋鴨、紅燒豬肉……等等，是遊客心目

中最佳的點心特產。

大蒜頭─主產地為田埔、大地，為硬骨品種，

鱗球碩大，氣味濃烈，蒜味十足，為遊客所喜愛購

買的農產品；近年來金門縣農會委託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進行產學合作以蒜頭本身的酵素，透過

特殊〝熟成技術〞開發出〝黑蒜頭〞，綠色保健食

品，更增加農民的收益。

鑒於金門地區自然條件嚴苛，農民耕種環境

不佳，且財務拮据，本會在旱作灌溉系統推行早有

績效，為善盡社會責任，決定與金門縣農會合作推

行「協助金門地區農戶更新改善灌溉設施補助計

畫」，引進旱作灌溉技術，為當地農民謀更多的福

祉。

旱作灌溉較傳統漫灌式或溝灌式用水量省一半

以上，可因應金門地區長期缺乏水源影響作物生長

的窘境，不僅節省水量節約人工成本，更能提升作

物產收品質與數量，讓農業永續經營，造福全體農

戶。

從民國97年起本會協助當地農戶推廣旱作灌溉

從初期的51戶到102年的337戶，推廣面積由16公

頃到112公頃，6年間戶數成長6.6倍，面積成長6.8

倍，這麼快速的接受度證明它對於當地農業生產的

效益與對農民的吸引力了。

我們依101年度申請補助的設施戶裡選定3戶從

事農業生產中的5種作物來調查顯示生產效益(表一)

生產率高粱增加45%、小麥39%、蒜頭33%、包心

白菜33%、花生100%，這只是表面上的增產率，實

質上因為供水穩定，產品品質提升，賣相好，價格

自然上揚，這些效益加上人工節省、生長期縮短等

等綜合效益，可說是以幾倍數計算的。

旱作灌溉已成為全世界各國，從事農作灌溉的

主要作為，是農業灌溉上的大創新大變革，所謂集

約農業的精神就在這裡，以有限的面積，最環保的

農業用水、最經濟的成本來創造出數倍於傳統農業

的成果，本會期許傳承瑠 ｢公大愛的精神，為國家農

業競爭力的提升盡綿薄心力。

旱 灌 風 貌

▲高粱――使用旱作節水灌溉系統

▲一條根――使用旱作節水灌溉系統

作 物 別

設 施 前 設 施 後

增 加 效 益 增產率(%)
產 量
( 期 作 )
( k g /
ha)

產量(期
作)(kg/
ha)

   高粱  2200    3200
1.果穗長、穗粒飽滿，相對單位重
量提高。
2.有穩定之施灌不易得到病蟲害。
3.產量品質穩定

       45

   小麥  1800    2500

1.生長均勻，有效分蘗增加。
2.穗芽長，穗粒飽滿，大小均勻。
3.正常施灌，生長茁壯，不易得到
病蟲害。
4.產量與品質穩定。

       39

   芋頭  12000  16000
1.大小均勻，外觀佳，單價高。
2.可提早10天採收，單價相對提
高。
3.產量與品質穩定。

       33

葉菜(包
心白菜)

 15000  20000
1.可提早7天採收，單價相對提高。
2.產量與品質穩定。
3.口感好，出售率高。

       33

   花生    300    600

1.果實飽滿外觀佳賣相好。
2 . 有 灌 溉 與 無 灌 溉 之 產 值 相 差 倍
數。
3.有灌溉與無灌溉之採收日相差10
〜20天。

 

   100

▲表一

展新姿

劉水發農友：住金沙鎮浦山里劉澳村接受補助設立50噸蓄水設施

他說：傳統農業生產灌溉須靠天幫忙，灌溉費時費力又費水，產量低、賣

相不好，生產量又不穩定，有了蓄水設施後不僅省水、省工、省時，又能夠

兼顧到水路末端的農作收成，以前極度欠收的情形不見了，且隨時能夠保持

土壤滋潤度讓農作物生長順利，同時又使土壤活化，能夠讓施肥的效果高分

比的顯現，作物長的好，抗寒抗旱能力提升，產量提升，賣相提高，多重效

益嘉惠農民。

真的很感激瑠公農田水利會的幫忙，有了蓄水設施加上旱作灌溉系統的施

作，一來解決人力短缺、水源短缺的困境，二來提升了我們農戶所得讓我們

的生活品質上提升不少，讓我們看見農業發展的希望與未來。

受益農戶如是說 

戰地農業蛻變

▲旱作灌溉後的芭樂生長良好

▲林會長與會務委員探訪金門申設旱作灌溉設備(儲水槽)之農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