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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洲部落自古以來，老百姓的生計，是以農業為主，在八掌溪畔，斯土斯民，

與泥土對話，與土地為伍，雖經過物換星移，滄海桑田，然堅忍的毅力，勤儉打

拼的精神，長久以來，已形成她獨特的頂洲民風。 

 

因為頂洲農業的開發有成，進而帶動地方的繁榮，學甲農會為讓農民收成後

的所得，方便儲蓄以及肥料的配發，於民國四十八年，利用學甲農會供銷部的輾

米場，所拆除的檜木材料，運至頂洲，建立簡單的分會，當時的地址在現今頂洲

「萬芳機車店」之所在，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因紅茄里成立「農牧區」後，為擴

大經營服務項目，再購買土地，重建現今之規模。第一任的主任是謝秀杏女士，

接任者為本地人郭武光先生。 

 

 

 

 

 

 

 

 

 

 

頂洲農業的發展，也曾有過一段風光的歲月，早期曾大量種植棉花、蘆筍，

而後配合經濟發展，栽種甘蔗，在甘蔗最顛鋒時期，從岸內糖廠至後寮、番仔寮、

孫厝里、頂洲、紅茄、錦湖設有糖廠小火車，運載甘蔗，每天凌晨二至三點從岸

內糖廠出發，運載一次，當天中午再運載一次，而且每次運載的火車，車廂都非

常長，顯示當時蔗糖業之發達。 

 

◆老朽的標示牌，古老的設備，都在說明頂洲農會走過的歷史與歲月 



甘蔗的種植有了收成，農民有了結餘，於是糖廠與學甲農會建立運作關係，

將農民交給「會社」，（以前的糖廠，當時的人均稱為會社）的甘蔗，所得的款額，

當時名稱叫「層單」，匯入頂洲農會，農民的戶頭。 

 

 

 

 

 

 

 

 

 

 

而今，幾經社會變遷之後，工商時代的來臨，經營方式也作了部份的轉型，

例如，農會也經營日常用品，方便農民的購物，各種代收款的服務，雖然項目有

些改了，但是服務農民的目標則是不變的。 

 

當年閃亮的鐮刀生銹了，老牛離開了蔗田，小火車的汽笛，絕響在荒野，繁

忙的農會，人潮不再門庭若市，而農會的招牌依舊醒目立在頂洲街頭，似乎還在

訴說著當年，繁榮的景象與粗獷鼎沸的人群。  

◆到農會辦事民眾最習慣 ◆農會倉庫，至今仍扮演很重要的農業角色 

◆早期農會的所在地，在現今

「萬芳機車店」，歷經物換星

移，是一篇頂洲斷業的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