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復耕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復耕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復耕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復耕-102 年年年年穀東俱樂部穀東俱樂部穀東俱樂部穀東俱樂部  農事曆農事曆農事曆農事曆 

一月 
05(六)/小寒【農曆 11月 24日】 

— 
20(日)/大寒【農曆 12月 09日】 

二月 
04(一)/立春【農曆 12月 24日】 

— 
18(一)/雨水【農曆 正月 09日】 

三月 
05(二)/驚蟄【農曆 正月 24日】 

— 
20(三)/春分【農曆 二月 09日】 

四月 
04(四)/清明【農曆 二月 24日】 ˙4/3(三)-5(五)期間-耕耘機鬆土 

˙4/ 10(三)-12(五)期間-打漿成水田 

˙4/18(四)或 4/25(四)-插秧 

  ※視桃園農改場秧苗高度而定 
20(六)/穀雨【農曆 三月 11日】 

五月 
05(日)/立夏【農曆 三月 26日】 ˙5/9(四)或 5/16(四)期間-第一次除草 ※插秧後約 20天左右進行第一次除草農事 21(二)/小滿【農曆 四月 12日】 

六月 
05(三)/芒種【農曆 四月 27日】 ˙5/23(四)-5/30(四)或至 6/6(四)期間- 

第二次除草 ※第一次除草後約 2-3星期左右進行第二次除草農事 
21(五)/夏至【農曆 五月 14日】 

七月 
07(日)/小暑【農曆 五月 30日】 ˙6/20(四)-6/27(四) 或至 7/4(四)期間- 

  第三次除草 ※第二次除草後約一個月左右進行第三次除草農事 
22(一)/大暑【農曆 六月 15日】 

八月 

07(三)/立秋【農曆 七月 01日】 ˙8/17(六)至 8/24(六)期間-割稻 ※插秧後約 120天左右進行割稻農事 
23(五)/處暑【農曆 七月 17日】 

九 月 

07(六)/白露【農曆 八月 03日】 ˙9/19(四) 中秋節前完成曬稻穀、去稻

殼、穀東米分裝等後續農事 

˙9/30(一)前，辦理”嚐新米-穀東聚會” 
23(一)/秋分【農曆 八月 19日】 

十月 

08(二)/寒露【農曆 九月 04日】 
— 

23(三)/霜降【農曆 九月 19日】 
十一月 

07(四)/立冬【農曆 十月 05日】 
— 

22(五)/小雪【農曆 十月 20日】 
十二月 

07(六)/大雪【農曆十一月 07日】 
— 

22(日)/冬至【農曆十一月 20日】 
 

  



■■■■101101101101 農事曆暨檢討農事曆暨檢討農事曆暨檢討農事曆暨檢討    

˙̇̇̇101101101101 年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年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年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年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復耕農事曆復耕農事曆復耕農事曆復耕農事曆    

4 月 17 日  整地(翻土)/育苗  

4 月 22 日  整地(翻土、整平、放水) / 第 1 次施有機肥 

5 月 02 日  第 1 梯次插秧 / 湖田國小全校師生及薇閣幼稚園參與農事體驗  

5 月 21 日  第 2 梯次插秧 / 薇閣國小四年級及高中部學生參與農事體驗  

6 月 09 日  第 1 次除草  

6 月 16 日  第 2 次除草 / 臺大農藝學系稻作學課程至竹子湖參與農事體驗 

6 月 26 日  第 3 次除草 / 第 2 次施有機肥  

7 月 12 日  第 4 次除草  

8 月 20 日  第 3 次施有機肥  

9 月 08 日  第 1 梯次割稻  

9 月 20 日  第 2 梯次割稻  

9 月 27 日  第 3 梯次割稻 / 湖田國小全校師生及薇閣高中部學生參與農事體驗                                     

9 月 20 日-10 月 12 日  篩穀、曬穀、碾米及分裝等後續作業 

 

˙̇̇̇101101101101 農事檢討農事檢討農事檢討農事檢討    

1. 由於決定復耕的時間點較晚，以致無法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完整的整地基礎

作業，可能導致降低防治病蟲害及促進土壤風化作用之效果。 

2. 自桃園農改場取得的臺梗 9 號秧苗部份已感染病害，培育成長過程較艱辛，

也影響稻穀成熟的比例。 

3. 臺灣常見一年生且影響程度較重的雜草，如稗草、鴨舌草、球花蒿草、野茨

菰、螢藺等都在竹子湖的田間可見；原則應在雜草初長時立即拔除，但礙於

人力有限很難作此機動配合，稻米產量也會受雜草競爭之影響而導致減產。 

4. 由於農事啟動較晚，在抽穗開花時遭受颱風侵襲，影響穎花授粉、穀粒發育

及完整稻穀的比例。 

5. 配合水稻的不同生育階段，給予適當灌排水管理之經驗要再強化，以節省用

水量，提高養分的有效性及稻根活性，進而促使水稻生育健旺，增加產量及

改善品質。 

6. 整體農事操作，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發生在人力參與的接續不足，經召集穀東

農忙人力不足，雖可啟動僱工機制，但不僅會產生延誤時間的風險，是否能

順利僱工也是一個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