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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河南
·

糊北
·

安徽
·

江苏省境的长江与淮河之简的广大地带麟
国温带与亚热带过渡的区

域
,

这里无谕生物气候条件
、

生壤和农业握营都具有明显的南北过渡性质的特点
,

是我国一个最重

要的稻麦两熟的地区
。

安徽省境内的江淮丘陵地区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农业区
,

水稻的种植至少亦

有 2
,
0 00 年以上的历史

,

但在历史上和 目前的农业生产中还存在一些简题
,

本文想就著者所了解

和参加孩区土壤普查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

略作报导
,

以供进一步的肘渝和研究参考
。

一
、

自然条件的特点和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尚题

江淮丘陵地区在历更上是一个旱炎非常严重的地区
,

近 .30 。 年来发生严重的旱炎有 6 1年
,

箕

中有 8 年为速糟无雨的大旱
。

据载 1“ 8 ,
、

1 7 8“
、

1男 ` 等年旱炙特 lBJ 严重
,

丘陵地区颗粒无收
,

传

靓
“
河水断流

,

赤地千里
,

易子相食
, ’ 。

根据 1 9 5石年以前的统补背科
,

可以对本区的旱象获得如下
;

的概念
“ - 一 、 _

.

似 ) 一般年份总有大小不同的旱象 ;

招 ) 乾旱对岗垮田地的影响特别严重
,

而冲曲均土壤在旱年也有一定数量的不旱 ;

( 3 ) 缺水季节主要是 5 一 9 月
,

既影响水稻栽秧
,

义影响小麦播种 ;
_

帕 敲区的北部旱象较南部严重
,

受旱面积比后者可大 2 一 3 倍
。

1 9邹 和 1 95 9 年
,

是两个建擅大旱的年份
,

此时正币包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期
,

在党的镇导

下
,

人民发挥了仲天的千劲
,

战胜了旱 炎
,

保征了丰收
,

但是
,

无疑的影响了跃进静划的完成
,

因此
,

为彻底的摆肛艺鼓 区土壤乾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是 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

初步的研究表明
,

江淮
_

庄陵地区的旱象是敲区气候条件的特征 ; 是地表桔构和水体所具有的

特性 ;是不良的土壤物理性厦与厉史土的落后农业握营制度粽合作用所表现的拮果
。

江淮左陵地区的降水同时受西风带与亚热带气候系兢的影响
,

由于西藏高原的地形作用和海

脸分布的差异
,

向东传播的西风带低槽常在亚洲东部海洋上发展或逗留
,

而江淮丘陵地带常处于

低槽后部西风带气流的地带上
,

非冷暖气流的幅合地带
。

在合肥一带
,

年降雨量虽在 90 。 毫来左

右
,

但蒸发量超过了 1 ,

40 。毫米 : 由于夏季台风进握的迟早以及势力张弱的差别
,

引起年雨量发生

很大的变化
,

历年 同月份降水最多与最小值之比可达 10 一 10 0 倍不等 ; 而降雨量从南到北减低异

常显著
,

例如丘陵地区的最南部长江北岸的安庆到最北部淮河南岸的蚌埠
,

相距仅 2 70 公里
,

但降

水量减少 50 0 毫米
,

而蚌埠以北
,

减少 , 00 毫米降水量的最近地点在包头
,

两地相距不 下 1
,
300 公

里 ;而且年雨量的季节分配和农作物的生长不相适应
, 、 0 %以

一

上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
。

地表拮构对推持地区的水分平衡无疑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

江淮 丘陵地区平铺于第三耙
.

地层 Q 、
上

,

此层为半胶拮的砾石和砂层
,

本身虽具有很高的居水性
,

但 Q
Z

在简冰期中翘过了 高

度的耗土化
,

形成了密实的粘土层
,

一

是一个典型的不透水层
。

’

Q ,
为下蜀系的黄土状沉积休

,

广泛

的分布在河漫滩以上的 1
,

5 米的阶地
,

具有明显的隔水层 ; 波状起伏地形的裸地合水层埋藏的深

渡为 5一 10 一 1 5米
,

含水层的水分不足
,

其顶部是黄士盾的粉砂粘士
,

底部的隔水层为撒密的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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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局部地区为第三耙地层
。
由于有隔水层存在 、致使地表遥流异常活跃

,

丘陵区合肥站的旱荒地

年还流量 33 年的平均值为 , 00 毫来
,

最大年份达到 91 1 毫米
,

和降水量很接近
,

而区域内的稽水
.

变化受气候因子影响甚大
,

根据合肥
、

全椒等地 2 16 个水井水位变化的青料
,

其中只有 1 3外怒年

不旱
, 1 5 %受气候影响

,

而 72形的水井完全被气候控制
,

甚至完全乾枯
。

但是应当特别指出
,

江淮丘陵地区的士壤乾旱和过去的反动兢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为树木

.

的滥伐
,

土壤侵触非常严重
,

大大地加弦了地表 ;奚流和减低了土壤的蓄水力
。

在定远县志上有
“

有
山岭而无森林

,

有羚谷而无彻
,

空气失调
,

十年五早” 的韶载
。

根据筋简农民所得的食料
,

靓
“
青岗

区周王村的水塘在 七育八十年前有七里路长
,

现在只有二里长
, , , “ 雨季我们庄上要淌儿塘水

, ’ 。
由

于地形条件和过去落后拯济制度与分散书室营的拮果
,

农民根本无力兴修水利
,

塘埙的位置和集水

面积与灌溉面积三者不相称
,

容量分配也不均匀
,

一般岗旁塘来水面积小
,

灌溉面积大
,

拯常蓄不

满水
,

形成死水塘 ;而位置较低的塘
,

来水面积大
,

但灌溉面积受着地形和提水能力的限制
,

常有废

波
,

形成所韶活水塘
。

而且塘垠浅小
,

容量不足以充分砚节篷流
,

如奥湖流域北部塘埙平均深度只

有 1
.

1米
,

每亩水田摊至嘛量
1 2斗公方犷只占献地多年平均有效截水面积篷流的 35 多

,

而且塘坦

的工程质量差
,

未踏实
,

放水靛备筒陋
,

漏水现象很普遍
,

而为塘埙所灌溉的面积中有 相% 以上不

能自流
,

平均提水高度达 1米
,

劳力消耗很大
。

根据
、

1 9% 年么前的杭卦青料
,

整个滁
、

皖
、

巢流域
包括水源丰富的地好区在内

。

有 39 多的水田是望天田
,

而大部分丘陵地区迫切要求发展灌 i既面积

的豹为地区面积的 邪
.

5 形
,

由此可冤
,

由子灌溉缺乏保靓滋使土壤乾旱
,

影响生产甚直
。

二
、

江淮丘陵地区旱象得以发展的土壤因素

安徽省江淮丘陵地区土壤的水分状况不仅对其发生
、

分布有影响
,

而且当地土地的利用也与

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

_

目前已握查明
,

筵个地区主要分布着黄揭士类型的思千生 (黄泥土 )
、

和水鹅

土类的白土及黑泥土 (青铜泥 )
。

思干士多分布在丘陵和波状起伏地的岗顶
,

分布的而积最 j
一 ,

是

最主要的旱地生壤类型 ; 白
,

士分布在丘陵向河各过渡的援坡地带
,

面积被小
,

水旱地各占一半 ;
`

黑

泥土是冲 田的土壤
,

面积最小
,

全部为稻田
,

下蜀系的黄主都是它俩的母盾
,

宅俏分布的规律可用
一

卜图来表示 (图 1 )
。

又~ ~ ~ 、 ~ 地下水位

(土层滞水)

图 1 扛谁丘陵地区土嚷分布示意图
`

思干士是箫士壤类型中肥力最低的士壤
,

这主要是由土地利用水平所决定的
。

可以毅想
,

江淞

丘陵地区士壤的利用的程序
,

和皖北的情形刚好相反
,

士壤首先开始利用是取决于士壤沼泽地的
情况

,

而是取决于耐旱的趣度
,

换言之
,

地势越高
,

坡度越大
,

水源最困难的
一

岗顶
,

农耕活动开始的

越晚
。

其次
,

因为庵干
.

出大都带有一定的
“ 顷头” 郎坡度 ), 由子栽植早作

,

水土保持不好
, _

上壤侵



颤异常张烈
,

底土层不断变为耕作层
,

加上耕作粗放
,

施肥不多
,

因

ha
壤比较明显的糙承了原来

雨蜀黄士的性厦
。

思千土以具有不良拮构性著称
,

表现在生产特性上是具有难耕难耙的耕性和极

低的耐旱力
,

农民称它是值性土 (因耕地不翻墉 ) 和雨后 “ 禺上就干
”
的出

。

翘过系兢的研究表明
,

,

思于土具有非常不良的物理性盾
:
士壤的机械粗成粘重 (粘粒合量 3 0 %以上 ) ; 团聚体的分散性大

(水稳性团粒不超趁 30 一 3 , 形衫容量和孔隙度随剖面往下而增高和降低很显著 (土壤上层容重
-

在 1
`

20 左右
,

下层就提高到 1
.

65
,

前者的孔隙度是 ”
.

3身务
,

后者是3 .8 “ 买 ) ;出壤的渗透速度呈袋

性降低 (由初速的 “
.

8弓厘米 /小时达到稳速时为 。
.

比 厘米 /小时 ) ; 土壤的透气性很低 (各层土壤
P “
值都不超过 8 0 义 1 0 一

2 ,

粘盘层在 自然含水情况下 脚 二 0) 二 凋萎系数和抑制植物生长的合水

量很高 (耕层的凋萎系数为 8 %
,

_

下层为 1 1一 1 4 %
,

抑制植物生长的合水量为 23
·

42 界 ) ; 土壤的 自

然含水率低 ; 田简持水量不高 ( 2 2 6 9一绍
.

杨另 ) ; 而水分定位
.

测定表 明
,

虑干土土壤水分的月变

化不仅仅是气候的画数
,

而且水分在剖面上的移动完全服从毛管定律
。

总的靓夹
,

禺干土不良的

水分物理性盾是士壤具有极低耐早方的最主要的原因
,

执显然是和士壤形成过程的特点有关
。 由

于土壤中富含胶休物质
,

淋溶淀积作用显著
,

使士壤底层向着孔隙度减低和粘重板拮的方向发展 ;

因为土壤的适耕期短 (潮墒 3 天后和正墒 1天半就至佬墒 )
·

,

常常指耕不及时
。

白土是江淮丘陵地区肥力鞍高的一个士壤类型 (在湖北称为白膳士
,

但是风向于江苏省太溜

流域的低产白土 )o 白土层是 ` 个粉砂含量较高的土层
,

拮构性差
,

保水力很低
,

耐旱力也不高
。

白土肥力较高的原因可能和有着波久的利用厉史有关系
,

从厉史文献中知道
,

江淮丘陵地区农耕
活动的发展由北部逐渐向南推移

,

这个地区是最先被利用进行旱作栽培的
D 白土层的形成

,

不仪

仅和地形
、

母盾
、

水分破坏的条件有关
,

最近研究表明
,

士壤的浅耕是推动土壤白化得以发展的因

素
,

并用来解释为甚么分布在平坦扇地 白士的白士层和底土层过渡非常明显的原 因
。

一系列的野

外工作表明
,

雨后士壤粘粒的漂洗只发生在士层的最上部的 1一 2 厘米的厚度 (在禹干土中也有这

种很薄的白士层 )
,

由于翻耕
,

底士粘粒被翻上来
,

又参加了下一次的漂洗过程
,

如此周而复始
,

白

化层因此而得到发展 ;在禺干土中
, 一

因为喷头大
,

士壤性厦受片颤的影响很大
,

而不是进行着士壤
的自化

。

在土壤的白化过程中
,

毛管系兢得到且大的发展
,

因而土壤水分状况变得容易为天气所

控制
,

但是这种情况和禹干土的根本不透水的仅为水分所浸浦的特性有所区别
,

因此提高白士的

保水力
,

在措施上和局干士亦有所不同
。

一

仲田的黑泥土面积很小
,

呈带状分布
,

肥力界于思干土和白土之简
,

是江淮丘陵地区最主要的

水田土壤类型之一
。

黑泥土因地
一

下水位较高
,

排水条件鞍劣
,

士壤受乾旱的威胁鞍小
,

但在久旱的

条件下
,

地
一

下水位降低
,

同样发生严重的旱象
,

而且土壤紧密坚硬
,

乾缩成大土块
,

对土壤的耕性和

肥力有着非常有害的影响 ; 仲 田的黑泥土和籽 田的青泥土虽属同一类型
,

但是土壤的青泥化程
.

度

较浅
,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
,

土壤的青化是受上层滞水的影 响
,

士壤的底层有一个含水层
,

再往下往

往完全没有地 下水 ;在江淮
一

丘陵地区
,

仅仅在河彻漫滩地带形成较厂眨分布的潜水
,

同时局部地区

分布层简水
,

而分布面积较广的是上层滞水 ;黑泥士的水分条件和焉千土与 白土不同
,

在雨季存在
内泌的阴题

,

士壤会
“
上浸

”
减产

,

但是超过一月无雨
,

滞水层中的积水容易蒸发
,

渗透消耗殆尽
,

因

此在过去反动派的就治时代
,

只要百 日速滇无雨
,

丘陵地区很易发生颗粒无妆的悲惨局面
。

,
、

三
、

江淮丘陵地区土壤利用改衰徐径
`

不言而喻
,

江淮丘陵地区地形的切割得以发展
,

土壤的侵颤得以加剧
,

士壤的性盾变得不利

于保水
,

和丘陵地区自然条件的历史演变有着一定的关系
,

但这仅仅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一方面
,

这里也有着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条件
,

例如气温适中
,

年雨量虽然分配不均
,

但是无萧何等旱年
,

都超过我国西北或北方的具正干旱区 ; 拿地形条件来靓
,

由于 l州令
、

丘陵
、

平原都有存在
,

河系发



达
,

水利青源充裕
,

极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
,

而且也有利于农
、

林
、

牧
、

副
、

渝的粽合艇营 ; 而放业生

产并不是 自然条件的衍生物
,

在彻底改变生产关系以后
,

如何充分地利用有不寸的 因素
,

限制有害因

素的发生和发展就完全具有现实性
。

一
’ -

纤对着丘陵地区的具体条件
,

在士壤利用方面 首先必须做到尽量的截夺地表巡流
,

发展灌溉
,

改低产旱地为高产水田
,

事实已握征明
,

这是一项发挥丘陵地区士壤潜力的最有力的措施 ;其主要

内容是挖截水构
,

发展塘坦和建立中型水康
,

整修和加高塘埂
,

德深和开辟新塘
,

弓!洪灌塘
,

以改善

积水面积
、

容量与灌溉面积三者不相称的情况
。

普遍推行所姗
“ 西瓜袂式

, ’ 、 “
长脖桔瓜式

” 、 “ 星罗

棋布式“ 的灌溉网 ;把山土或岗上的水集中到山谷或冲田里
,

用以擦制水士流失和灌溉
,

拜在岗坡

开渠道
,

将水放入由中 ;小水康和塘埙由渠道莲接起来
,

使塘坦灌满水
,

变死水塘为活水塘
,

同付使

小水库蓄水位提高
,

从高处引水
,

改变过去抽水
、

草水灌溉为自流灌溉
,

例如太湖 县 ” 5 5 年修了一

座高堰水康
,

来水面积 三5 平方公里
,

1
一

好。 年仅灌了既
_

5 千亩
,

1。。7 年由于小水康和塘垠联桔
,

使两

条渠道联拮了 80 0 多个塘
,

完全拎制了洪水和速擅的暴雨
,

从而扩大灌溉面积至 1 2
,

。00 亩
。

此

外
,

拦河节节做坦
,

河
、

渠
、

塘
、

田相速相通
,

以利用河水为主
,

阴时灌塘
,

忙时灌田
,

常年引水
,

四季

蓄水
,

远处引水
,

近处灌田
,

分散菩水
,

枕一灌溉
。

如定远县有条 40 .6 6 平方公里的洛河
,

凡年来拦

河打坦 2 06 处
,

灌区挖大
、

中
、

小沟 卯 9 条
,

做到坦建渠
、

渠莲塘
,

一

增加蓄水量 3氏。相
,

00 0 公方 (原

有的不在 内 )
,

使 16 0, 00 0 亩农田得到灌溉保收 ; 在全县靠塘堰灌溉的地区
,

可进行速塘
、

讲塘
、

根

据水源地形开挖引水沟
,

将蓄不
一

F与蓄不满的塘建串起来
,

相互稠节
,

形成垦罗棋布式的灌既网 ;

解放以后几年来的樱漩恕明
,

因地制宜
,

蓄水为主
,

全面观划
,

集中治理
,

保持水士
,

发展灌溉
,

农民

所剧造的水利工程具有极其互大的生命
.

力
,

对
卜

付旱睛起了极其且大的作用
。

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
,

在丘陵地区推行三改的耕作制度
,

对避开 自然炎害
,

挖掘
t’
天力

” 、 “
地

力
” 、 “
物力

”
是一个极有效的办法 ; 在改革中

,

首先做到扩大秋冬播种的面积
,

提高夏季收成的比

重
,

尽可能增种一季晚秋
,

扩大复种指数
,

以增种晚秋来发挥气候的优越条件 ; 同时除保留必要的

翘济作物
、

菜园和铜料地以外
,

尽可能的把低产旱地改为高产水田
,

几年来双季稻的推广取得了极

其显著的成倩
,

目前双季稻的发展已握跨过淮河以北数百里
,

女。 1 9 , 7 年凤台县勇敢社的 7 1亩双

季稻
,

两季平均单产 ” 、 斤
,

其中有 .2 6 , 亩平均每亩达 1 ,0朽 斤
。

在稻麦两熟的高产区改种双

季稻
,

有了水源和水利靛备
,

做到水尽其利
,

合理的安排肥料和茬自
,

并加张病虫害的防治
,

目前 已

翘肯定艳夫部分既增产又增值
,

是发展江淮丘陵地区粳食生产的一项非常有效的猎施
。

在兴修水利和耕作制度的改革趁程中
,

紧密地和肥源的开辟拮合起来
。

安徽省农民积肥的办

按
,

不
一

下数百种之多
,

象
“
烧

, ’ , 。

“
熏

” 、 “
挖

” 、 “
挽

, ’ 、 “
扫

” 、 “
缝

, ’ 、 “ 才匾
` ’ 、 “
堆

” 、 “ 抬
” 、 “
汾

, ’

是著名的十字办

祛
,

其中只流烟熏肥一项也不
一

下百余种
,

女了牛尾灶
” 、 “
积肥炉

” 、 ”
长龙上山

” 、 “
吸风姗

” 、 “

娱妊害
”

等等
。

其他如四季种植释肥和套种椽肥
、

害子疆肥
、

人造尿等积肥造肥办法
,

利用人畜粪等有机肥

料制沼气以提高肥效
,

以及各种土化肥的制造都在生产上有极其重要的推广价值
,

而山肥
一

F山
,

利

用 山区的青草树木制成草静
、

草砖运下山来
,

对祠节山区和
_

丘陵地区肥料食源
,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

实施循果征明
,

草爵
、

草砖运输便利
,

一

肥效大
,

能持久
,

、 担草解
一

可抵 1 30 斤菜子阱或 80 担塘

泥
,

而且施在田 中不致发生高温以及有机酸
、

硫化氢和亚氧化物
,

而新解山草树叶 F田
,
具摊免有

葬器兹薰骂嵘器巡督淮策肖羚谓燕撇
做到社剩夕影猪

,

人人养猪
,

则就可为士壤的改 良提供坚弦的物质墓础
。

大跃进中的樱脸表明
,

兰类

苗上升为一类苗的关键咫题是狠抓速效性肥料
,

采取砍青
、

清理土杂肥
、

人畜粪
、

土化肥
,

按照三类

苗的土质
、

禾苗
、

栽种时期
、

品种
、

基肥数量等不同清况
,

做到边积
、

边廷
、

边施肥
,

如合 山县长尚

8



公社 19 60年采用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

在 8 夭的时 简内积造土杂肥
、

碌肥
、

士化肥 86 3
,

00 。

担
,

使全社 7
,

30 0 多亩早稻田普遍追肥一次
,

2 ,7 00 多亩三类苗赶上一
、

二类苗 ; 由于狠抓肥料
,

加

张管理
,

舒城县在 1 9 59 年田土千拮情况下
,

抗旱抢种的 12 。
,
0
一

00 小麦
,

1 9 6。 年获得大丰产
,

总产

量比 1 9” 9 年增长 犯
.

3 拓
,

平均亩产比 1 9 5 9 年提高 18 .6 务
。 、

江准丘陵地区士壤改良的任务主要是深耕熟化土壤
,

增产粮食 ; 增施有机胞料增加士壤中营

养物盾的含量
,

和改善士壤的物理性盾是一个共同的任务
,

但是深耕应根据不同土壤类型的性质

加以分别的对待 ; 首先
,

在思干土上必镇杜系色侵颤
,

而旱改水可以完全达到此 目的
,

因为禹干土底

士的物理性质很差和特lBJ 缺乏养分
,

因此在深耕时没有必要翻土
,

必须疏松土层
,

为作物的根系发

育创投一个良好的环境 ; 旱地的思干士主要是创造土壤拮构的简题
,

掌握宜耕期进行土壤耕作特

别重要
,

大量的施用士杂粪
,

合理的进行耕作
,

土壤的耕性和耐旱力都有所改进
,

克服了因土坎太

坚硬
、

功苗不易伸入主中吸收水分和养料而产生的所鹉
“
锈苗

”
的现象 ; 如用碱液从泥炭

、

棉楷
、

稻

草
、

树皮
、

松枝
、

芦肇中提取的胶质所制成的土壤稠节剂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

这种研究 目前才 开

始
。
白土的改 良刻应当予么翻耕

,

其目的不是消灭 白土层
,

而是利用底土层斡高的粘粒来改善孩

士层的性质
,

防止白土化过程进一步的发展
。

其主要方法也只能借剧造土壤桔构和增施有机肥料

来达到 目的
,

翻耕虽然是士壤白化得以发展的一个因素
,

但是在翻耕时大量施用有机肥料
,

改善士

壤的拮构性
,

具巧能抑制这个过程的发展 ; 粘粒在 白土层中的作用是极待进行研究的
,

如何利用它

改善士壤物理性状以达到提高生
;
壤保水力的作用

,

但是另一方面
,

白土层的弥烈毛管作用也有可

能 由于粘粒的增加而得以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在翻耕改良白土的同时
,

根据土壤的水分状况来钊定

保墒的耕作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 因为
“
过水盯

’

的水流对土壤的漂洗作用很大
,

因此
,

白土的改良一

定望奚配合水利措施
。

黑泥土的改良应以改善土壤的排水条件和稳定士壤的水分状况为中心
,

具体

作法包括有改大墩为小墩 (即小畦 )
,

平墩为伏墩
,

把地划分为 .2 5一 3 丈竟的小墩
,

小墩两边有墒

沟
,

很据河南的握输
,

此法大面积推行一般可提高产量 叩一 4。 %
。

此外
,

挖排水沟
,

修筑台田
,

都
。

是提高黑泥土午季产量的好办法 ;在栽培水稻时
,

应加张土壤耕抢来翎节土壤的通气性
,

防止土壤
}

中缺氧
、

嫌气翘菌的过度活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

肥料和浮耕能跟上去
,

黑泥土丰产是极易实现

的
,

但是种水稻比种旱作好
。

在旱作中
,

以大豆最好
,

鱿能耐旱又能耐涝
。

、

总起来靛
,

江淮丘陵地区土壤的利用和改良应以防治自然炎害为中认 其主要的捂施体系是

兴修水利
、

改变耕作制度
、

开辟肥源
、

深耕熟化土壤和提高耕作技术等几个环节构成的
,

而其中水

利的兴修是控制有害的 自然条件
、

使之搏化为有利 因素的最重要手段 (截夺地表篷流
,

蓄永扩种水

稻 )
。

耐日的灌溉方式系台我他遣留
一

下来的技术遣产总是脱离不了草钝的为了获得水分而斗争
,

把

灌溉措施只是理解为一种局部的
、

狭隘的
,

旨在往田中灌水的任务
。

如果仅是这样
,

我俩的农业生

产永远就耳可能处于被动 ;在考虑发展灌溉的 同时
·

也应当考虑到消灭炎害发生的原因
·

同时必筑

影响土壤
、

改造土壤
,

主动的干涉物质的生物循环
,

改造整个的大自然
。
因此

,

我们还提倡栽植牧

草
,

营造森林
,

区域释化
,

降低士壤水分的非生产消耗
,

改变风速
,

影响气候
。

同时还提倡大力治理

河床
,

疏竣河道
,

切岗劈岭
,

研究大型水国夏的兴圣盆和抽引江河湖水与南水北满的方案
,

改善区域内

水利背源分布不平衡的情况
。
目前以治水为主的滁

、

皖
、

巢流域的治理规划已握完成
,

并在付箫实

行
,

在党的颁导 F
,

贝
`

年以后
,

我们将会永远摆股水早炎害的困扰
。

几年来
,

特别在大跃进中
,

安徽

省在这方面尽握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成精
,

截到
9哭年的 6 月底么全省已完成士石方工程 元 亿公

方
,

一冬一春的成精等于解放 8 年来完成士石方总和的 4 倍
,

共完成水利工程 360 多万处
,

目前已

袒做到好 区 , 天内降雨 3 00 一牛0D 毫米不受涝
,

丘陵区 50’ 一70 天不降雨不受旱
,

平原区 3一 5 天内

降雨 2 00 毫米不发生篷流
、

不成炎
,

小区 3一 , 天降雨 2 00 毫米不发生洪炎
。

淮北地区河网化工程

是这个地区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的重要措施
,

由此可见党镇导的正确和人民劳动力量的伟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