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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埔黃金水鄉南埔黃金水鄉 有機是轉機有機是轉機

2014-06-24   陳亞柔 

    位於新竹縣北埔鄉的南埔村擁有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意象：小小的路，大大的田埂；在這

裡，氣氛和睦，左鄰右舍彼此守望相助，少了些都市氣息的紛擾，卻多了份濃濃的鄉村樸實美。

    下午時分，整個村落安安靜靜，小孩上學的上學，大人工作的工作，留下的村民，或聚集在田

埂、廟前的廣場歇著話家常。一群志工媽媽聚集在社區發展中心裡搓著湯圓，她們說這是客人預

訂好的，現在正在趕工。湯圓顆顆又大又圓，一位熱情的老先生驕傲地說湯圓的用料都是他們自

己做的，完全有機，客人都得事先預訂好分量，才能享用到。

    掛在社區中心牆上的圖畫，則是其他社區來南埔交流與拜訪所留下的紀念，從耕種到純粹的風

景寫真，每一幅都是南埔最真實的風貌。

    走出社區中心，外頭便是著名的南昌宮。南昌宮除了祭祀客家傳統信仰的三山國王外，旁邊還

有媽祖以及土地公。廟裡貼著的捐款芳名錄以蕭姓居多數，但是根據地方民眾表示，從前南埔村

以蕭姓和姜姓為主，而兩大姓之間彼此是親戚關係，但是後來因為一些紛爭，造成人口大多數外

流，所以現在南埔的人口組成以彭姓和陳姓為大宗。

南昌宮是當地重要的信仰地，祀奉著三山國王、媽祖和土地公。(陳亞柔/攝)

水清清水清清  可以洗衣洗菜洗米可以洗衣洗菜洗米

    廟左邊的水溝水質乾淨，幾乎看不見一絲汙染。村長莊明增表示村里的水溝水源來自北埔冷泉

，一路下來幾乎都沒經過汙染源，所以水看起來才會清澈見底。水質乾淨程度到村民有時會直接

蹲在水溝旁洗洗衣服，或洗菜、洗米，當天下午，甚至有村民在清洗雞的內臟。

    莊明增說南埔村主要有三條水溝，從總汴頭開始分流，都是屬於南埔圳的分流之一。一條便是

廟旁的庄內圳，流經村內；另一條是坔排圳，主要往回流流到總汴頭；而最後一條是山下圳，跟

著山的地勢流。每一條水溝的水都是無污染，灌溉著村裡大部分的農田。綠油油的稻田未曾噴灑

農藥，造就出南埔有機村的美名。

    南埔村擁有「黃金水鄉」的別稱，是北埔鄉的穀倉。但是什麼原因讓南埔村決定往有機農業發

展呢？

    民國八十三年，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希望培養居民的社區意識。那時候的南埔村和一般的

社區一樣，開開社區大會、媽媽俱樂部、長青班等等制式化的活動，人家做甚麼就跟著做。村民

參加社員大會不但有紀念品可以拿，每年也會有固定的聚餐，比如說重陽敬老、慶生活動等等，

但是卻比較沒有結合地方產業的特色，缺乏完整的規劃。

    直到民國九十五年，農村活化的概念出現，南埔村才開始有比較通盤的規劃，「黃金水鄉」的

願景才就此誕生。透過南埔社區願景農業有機村與文化保存的規畫，包括石爺祭與媽祖繞境等等

的活動才開始陸陸續續地舉辦，只是當時政府的補助經費還沒有進來。

修水圳修水圳   全村決議休耕一年全村決議休耕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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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七年，政府補助經費終於撥下來了，全村就提出「農村再生計畫」，要做水圳修繕的

工程。因為水圳沒有修，地方就沒有水，農村無法生產就不可能活化。在當年年底全村協議決定

共同休耕一年，因為等了好久的經費終於下來了，如果不趕快趁機修好水圳，以後不知道還有沒

有機會。再加上南埔村雖然隸屬於新竹縣，但是卻在苗栗農業水利會管轄的範圍內，村民感覺因

為跨縣市的緣故，收到的「關愛眼神」就少，好不容易有經費，說甚麼也要把握。

    莊明增表示，農村休閒化並不是南埔未來發展的主要項目，村民比較希望先把整個產業給帶起

來，文化也是主要重點之一。文化可以分為有形與無形的文化，有形的文化財包含村內的古厝、

三合院、水車等等，無形的包含石爺信仰、媽祖繞境等等，針對這個部分，南埔社區都有常態性

的推動，而這也是現階段政府部門比較重視的一個區塊。

    許多農村都面臨年輕人口外流的問題，南埔也不例外。莊明增說：「政府希望年輕人可以到鄉

下地方帶動發展，可是他沒有考慮到就是說，經濟基礎在哪？你年經人回來幹嘛？喝西北風嗎？

」所以南埔決定要先將地方產業給帶動起來，起碼將南埔的農產品價格提升，讓年輕人感覺在家

鄉有立足點，才可能返鄉發展。

南埔好風光，滿山橘園。(陳亞柔/攝)

水車轉水車轉   有機認股穀價翻漲有機認股穀價翻漲

    南埔最大宗的生產是稻米，而大部分從事這個生產的都是老人家。今年已經八十多歲的陳煥祥

是南埔的水車達人，他耕種的面積不大，僅僅三分地而已，但他去年第一期稻作不耕種，沒讓水

車運轉，對南埔村影響很大。水車是整個南埔的一個精神象徵，地方居民表示：「來到南埔看到

水車不會轉，不是很奇怪？」

    所以社區決定以比休耕補貼再高一點的價錢，即一期一萬五千元的價格和陳煥祥租地，然後另

外再付他五千塊的工資，請他幫忙看水和巡水。陳煥祥也覺得不用耕作就可以得到兩萬元，比自

己耕作還要好，所以他也願意出租田地。

    同時社區也找新竹荒野協會合作，請他們來認養農田，一股一千元，用自然農法施作，就是不

施肥和不灑農藥，每股可以換得一公斤的白米或糙米。那時候陳煥祥看到社區不灑農藥又不施肥

，覺得一定會賠錢。但是最後社區找了九十位股東共同出資九萬塊，而採用這種方式耕作的稻米

一公斤可賣到一百元，比之前的每公斤二十五元足足相差四倍，所以南埔社區就用這個案例去告

訴農友，「其實你的稻米可以賣更高的價錢，但是你必須要用有機。」於是南埔村在第二期已經

將有機農田的範圍拓展至七分地，並預計在二〇一三年將面積拓展至一甲地。

    走在田埂小徑上，夕陽已經漸漸落在山頭。坐在路旁的村民繼續說著笑著，等待孩子們的歸來

。一路走來，從好山好景好風光，到象徵南埔精神的水圳與水車，南埔竭力發展有機農業，即使

現在依舊還在起步階段，但是在未來，南埔會以他自己的步伐，踏著踏著，踏出「有機黃金水鄉

」的美名。

 

南埔社區：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新竹縣北埔鄉

     位於新竹縣北埔鄉的南埔村，其實與北埔老街相距不遠，不過這裡所呈現的風情卻是截然不

同，沒有喧鬧的人潮，有的是一份恬淡的氣息和田園純樸的客家民風。近年來在地方人士的努力

下，南埔村積極打造自然有機生態村的印象，並有「黃金水鄉」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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