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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种过地的人
,

一般都有这样的握输 :把地分为

好地
,

坏地 (包括有病的盐清化地 )
,
肥地

,

瘦地
。

好地

当然是比较肥的地
,

能够多打粮食 ; 坏地是清薄的地
,

作物生长不好
,

产量低
。
因此好

、

坏
、

肥
、

瘦的划分
,

一

般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 从作物的种子播种
、

发芽
、

出

苗一道到最后收获
,

士壤能同时地
、

不断地
、

大量地供

胎作物水分和养料的能力
。

肥地当然能够满足作物一

生中对水分和养料的耍求
,

使作物长得好
,
产量高

。

瘦

地RIJ 水分缺乏
,

养料不足
,

不能满足作物的需耍
,

使作

物生长不好
,

产量低
,

或者颗粒不收
。

为了有共同 口

藉
,

在科学名祠上
,

我介弓通常把含有这种意思的阱做
“ 土壤肥力” 。

土壤肥力是土壤最本盾的特性
。

在自然界中没有

肥力的土壤是不存在的
。

死土我们不把它阱土壤
,

石

头樱过 日晒
、

夜露
、

风吹
、

雨淋
,
由大块变成小块

,
由小

块进而变成袖小的颗粒
,

我护,也不把它哄土壤
,
因为作

书叼生它的上面不能生长
,

不具备肥力
,

故把它畔
`

成土

母盾
, , o

土壤肥力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不同
,

可分为自然肥

力和人为肥力
。
自然肥力是指土壤在自然条件下产生

的肥力
。
在过去反动就治时期

,
农民到山区开垦荒地

,

种植作物
,

基本上就是利用自然肥力
。

人为肥力是由

于人类的耕作
、

施肥
、

灌溉等技术措施而培育出来的肥

力
。

自然肥力和人为肥力被作物利用了以后
,

就称为

有效肥力
。

有效肥力是舒算作物产量高低的指标
。

土壤肥力是不断变化的
、

发展的
。

这种变化与发

展除了受自然条件影响外
,

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制度
、

科学技术水平高低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

在瓷本主义制

度下
,

如美国
,
虽然科学技术水平较发达

,

在农业中采

用了机器耕作
,

施用化肥
,

选用良种
,

发展灌溉等等
,

但

由于它们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铿营
,

桔果好地变成了

坏地
,

原来不是盐溃化的地变成了盐清化的地
,

土壤肥

力降低了
。

然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
,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

在农业中先进技术的采用和有舒划的樱营
,

土壤肥力是会不断提高的
。

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

焉同义同志所glJ 造的深耕
,

桔合施肥
、

灌溉
,

使土
、

肥
、

水相融
,

桔果使死土变成活土
,

活土变成油土
,

土壤肥

力提高了
。

高度肥沃的土壤
,

人工是可以培育的
。

比如菜园

子地
,

原来可能是比较瘦的地
,
肥力不高

,

但樱过人工

长期的精耕袖作
、

深翻
、

大量施肥
、

浇水
、

种菜互相倒

茬等等
,

这样年积月累
,

世世代代白切生那一块地上种

植
,

桔果瘦地就
J

漫慢地变肥了
。
党东合我们提出的耕作

园田化
,

大地园林化是不断提高士壤肥力的重耍保荻
。

园田化就是要把农民生产中所 gl] 造种植园田的挫 输
,

提高到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和集体大视模地樱营

园田的水平上
,

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各种作物产量飞

跃增长
。

在水利上耍加强灌溉管理
,

提高灌溉技米
,

做

到小睦灌
、

沟灌
、

浅灌勤浇
,

作到适时适量用水
, “天旱

不雨保丰收 ,’o 在耕作上做到深耕
、

土地平整
、

保耕
、

保

耙
,

以及一系列的农业技术措施
,

堵施肥料
,

选用良种
,

合理密植和突施正确的翰作制等等
,

实现耕地水利化
,

耕作规格化
,

种植区域化
,

管理科学化
。
由于园田化是

运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成就进行有箭划握营土地的粽

合措施
,

所以土壤是会逐渐变得肥沃的
。

不合理的农

业技术耕作
,

也会使土壤变瘦
,

如陡坡开垦
,

使肥沃的

表土受雨水冲刷 ; 同一块地上进行速作
、

不倒茬
、

不施

肥等
。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进农业中
,

土壤肥力是会

不断提高的
。
因为我们已消灭了土地私有制

,

在农业

中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有舒划的径营
,

从而能充

分合理利用土地
,

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农业丰产再丰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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