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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0  記者 張雅晴 報導

 

以年老農民為主的竹北居民們拿著白布條在土地公廟前抗議，上面寫滿了憤怒

的辭彙，強烈表達他們拒絕土地被徵收作為交大校區的心態。(攝影／張雅晴)

新竹縣竹北市七十多位居民於十月八日上午在交通大學校門口拉起白布條，抗議政府強迫徵收他

們的土地作為交大竹北校區用地。雖然校方表示學校只是配合政府政策，並再三強調這是利多於

弊的都市更新政策，但多數以務農為生的居民們仍然不願意接受。

 

政府無心傾聽  錢字掛帥政府無心傾聽  錢字掛帥

前來交大抗議的民眾來自東海、隘口、十興里三地，也就是交大竹北校區預計座落之處。家住隘

口的老農民曾思標氣憤的表示，隘口的土地肥沃，現在政府為了交大，要他們換到最差的地段居

住，實在很過分。曾思標指著地圖說，祖先從日據時代辛辛苦苦開發的土地，成為他們世世代代

最重要的資產，怎麼能說給就給。

負責此次抗議事件的二分局承辦人陳亦昌說，在他看來，一切都只是錢的問題。地主認為政府沒

有給他們足夠的錢和利益，自然會反抗。林健正教授則說，政府使用區段徵收，就是為了顧及地

主的利益，他們可以自行選擇要拿錢還是拿開發後的配地，怎麼算地主都會賺，沒有道理要拒絕

，極有可能是被少數的人煽動，認為配地不夠多才會來抗議。

 

林健正教授再三強調，都市更新是必經之路，竹北許多地方道路狹窄凌亂，絕對需要重新規劃。

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協助地方開發，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創造雙贏的局面。政府自以為站在居民的

角度思考，認定農民不用再靠種田維生、有機會坐擁科學園區土地已經是非常誘人的條件。但是

在上位者從來沒有想過，居民對於土地的情感、祖產的重視並不是金錢可以計算衡量的，也並不

是每一個人都期待家鄉被開發成為高科技重鎮。這些聲音，政府沒有聽到，也沒有嘗試去傾聽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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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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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滿足現狀   農地仍需保留居民滿足現狀   農地仍需保留

東海地區目前還是遍佈翠綠的稻田，綠意綿延到穹林，極少有休耕的土地，田間不時可以看見農

民穿梭在其中。但馬路的電線桿上， 都已經貼滿仲介業者買賣「璞玉田」的廣告。東海發展協會

理事長陳義旭說，撇開利益不談，竹北是新竹的穀倉，許多得奬的優質米都出自此，「台灣的農

田已經越來越少了，一直開發農地，他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真的好嗎？」聯合報今年四月刊載關於

農村再生條例的社論就寫到，台灣的農地大量開發，糧食自給率急速下降，二十年後極有可能面

臨巨大的糧食危機。農村再生條例至今仍然爭議不斷，政府對於農地保留的議題也仍然冷漠。

 

 

東海居民張秀雲家的農田，供應了他們一家蔬菜與米飯來源。(攝影／張雅晴)

在居民提報給縣政府的意見中，東海的張秀雲寫下「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錢來衡量，希望政府
不要徵收我的土地！」嫁來東海後就幫忙公公種田，靠著自家稻米和蔬菜自給自足的張秀雲表示
，她很喜歡務農，也很滿意現在現在的生活。如果政府要徵收，也應該要顧慮到他們的感受，先
前發現他們的配地是公墓地，她怎麼樣都無法接受政府這種不為人民著想的做法。「就算這邊以
後發展不起來也沒關係，搬到別的地方也不知道那邊的地乾不乾淨、土質肥不肥沃。要我們重新
去買地、蓋房子，怎麼說都沒有道理啊！」

 

鄭書鼎光著雙腳，準備進行最後一期的水稻

耕作。(攝影／張雅晴)

 

 張秀雲的公公鄭書鼎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仍然每天到田裡務農。「留點綠地真的很好！」鄭書鼎

赤裸著雙腳，國語夾雜著客語說，這一帶風景很美，田地也很肥沃，他們的祖先從很早就開始在

這邊種田了。張秀雲強調，想要錢他們自己會去賺，她相信不會有人想要賣祖產致富。而政府一

味要他們配合，說是造福大家，卻沒開過協調會，也從來不問他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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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在地精神  政府真的知道嗎在地精神  政府真的知道嗎？？   

除了擁有土地的農民之外，還有極少部份的居民是無地的佃農，在土地徵收後便無地可耕。林健

正教授說，在區段徵收的條例下，佃農不但可以取得房屋拆遷費和補償金，還可以用極低的價格

向政府購買房地，擺脫世代都是農民而無法翻身的宿命。但是如果他們還想要繼續種田呢？林教

授說，現在幾乎沒有這種人，就算有，他們自己再去買地不就好了！補償金扣一扣還有剩呢！

 

在從來沒有親自傾聽地主和佃農心聲的情況下，政府興高采烈的進行著璞玉計畫，自以為嘉惠了

所有的居民。但如果沒有用心去了解居民在意的是什麼、想要的是什麼，那麼徵收土地的計畫永

遠無法順利進行。由週四的抗議活動也可知道，許多民眾對於璞玉計畫根本不了解，足見雙方溝

通的失敗。若政府真的希望「協助開發竹北、保留在地精神」，那麼首要的工作應該是從居民身

上了解何謂真正的「在地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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