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来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虽然取得了点成绩
,

但与当前农业学大寨飞速发展的

大好形势还很不适应
,

学大寨的步子迈得还不快
。

通过贯彻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

神
,

对照大寨找差距
,

订措施表决心
,

大鼓了革命干劲
。

我们决心向大寨大队那样
,

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的教育
,

大批修正主义
,

大批资本主义
,

大干社会主义
,

在 1 9 75 年粮食亩产 1 5 0 1

斤的基础上
,

为实现 1 9 7 6年粮食亩产 1 7 0 0斤
,

棉花亩产 130 斤
,
1 9 8 0年粮食亩产 2 0 0 0斤

,

棉

花亩产 20 0斤而努力
,

为尽快地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

学 大 寨 淮 北 赛 江 南

江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党支部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党支部带领党员
、

干部
、

贫下

中农
,

发扬大寨革命精神
,

苦干十年封沙
、

洽水
、

治碱
,

使孟庄大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粮

食产量逐年提高
,

彻底改变了穷困的面貌
。

1 9 6 3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仅 16 万斤
,
1 9 6 5年增

加到 5 0万斤
,
1 9 6 8年 7 0 万斤

,
1 9 7 0年 1 0 3万斤

,

1 9 7 3年以来均保持在 2 0 0万斤以上
,

仅 1 9 7 3

年和 1 9 7 4年两年就向国家交售了 1 00 万斤粮食
。

回顾十年农业学大案的战斗历程
,

我们深

深地体会到
: “

只有路线正
,

才能人心齐
、

泰山移
。 ”

奋 发 图 强 治 水 治 碱

解放前的孟庄村是徐州东南有名的东大荒
,

土质窄薄
,

地势低洼
,

当地流传着
: “

徐州

东南乡
,

有个穷孟庄
,

遍地长茅草
,

到处盐碱荒
,

大风黄沙起
,

汛期白茫茫
,

亩产几十斤
,

难养爹和娘
,

奶奶去讨饭
,

爷爷去悬梁… …
。 ”

这就是解放前孟庄村苦难悲惨情景的写照
。

解放后
,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

孟庄大队的贫下中农翻了身
,

生活上有所提高
,

但由于

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
,

一段时间生产发展不快
,

社员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

一直

是一个
“

三靠大队
” 。

1 9 6 4年毛主席发出了
“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
,

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

通过学习和讨论
,

我们认识到
,

面貌变不变
,

关键在路线
。

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
:

`

大寨有虎头山
,

我们有沙荒平原
,

大寨能搬山造田
,

我们也能锁龙治诚
,

只要齐心干
,

孟

庄就能变
。 ”

大队党支部集中了大家的意见
,

说干就干
,

立即组织了由老贫农
、

党员
、

干部三

结合的治水改碱领导小组
,

对孟庄 4 2 0 0亩耕地逐丘逐块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

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
,

根据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的规律
,

制定了全大队排涝
、

封沙与改碱的统一规

划
,

接着就带领群众向盐碱沙荒宣战
。

十年来
,

大队的党员
、

干部和贫下中农披星载月
,

废寝忘食
,

战酷暑
,

冒严寒
,

自力更

生
,

艰苦奋斗
,

大干排涝
、

封沙和治碱的田间工程
,

十年大干
,

十年大变
。

十年中修筑了 300

多条沟渠
,

沟渠相通
,

内涝消除
,

盐碱减轻
。

十年来植树 20 万余株
,

插条 12 万余穴
,

保持了

土壤
,

固定了风沙
。

此外还平整了土地 4 0 0 0亩
,

大种绿肥
,

改土压碱
,

消除了盐斑
,

促进了

均衡增产
。

孟庄大队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
,

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

阶级敌



人在挖沟排汾中散布什么
: “
没有千顷地

,

那打万担粮
” ,

在大种绿肥时又胡说什么
: “

咱们

大队真能搞
,

不种庄稼叫种草
” ,

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说什么
: “

要吃孟庄饭
,

必拿

命来换
”

等等
。

我们党支部遵照毛主席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的教导
,

不断地组织和发

动群众
,

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提高了群众的觉梧
,

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治水

改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大搞旱改水 盐碱沙荒变良田

孟庄大队经过苦干几年生产条件有了根本改变
,

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

大队党支部又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脸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也总是

不断发展的
,

永选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

树雄心
,

立壮志
,

决心在耕作制度上进行一次

革命
。

1 9 6 9年我们开始在第四生产队的盐碱沙荒上试种40 亩水稻
。

这时阶级敌人又出来

进行破坏
,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冷潮热讽
,

但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
,

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

破坏阴谋
,

刹住了社会上的妖风
。

在早地改水田 的过程中
,

我们反复实践
,

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
,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
,

终于成功地在千年不行犁子 的不毛之地上
,

种出了喜人的水

稻
,

亩产达 5 7 5斤
。

第二年全大队就扩种水稻 40 0亩
,

以后又逐年增加
,

至 1 9 7 5年水稻面积

达 1 9 2 9亩
。

随着水稻面积的扩大
,

粮食产量也逐年增高
,

1 9 6 9年粮食总产 76 万斤
,

其中水

稻 2 万斤
,

1 9 7 5年粮食总产 20 5万斤
,

其中水稻 1 10 万斤
。

早地改水田为彻底改造盐碱荒

地闯出了一条新路
。

反骄破满永向前 治沙治碱继续干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
,

大队党支部又带领广大贫下中农鼓足更

大的革命干劲
,

决心要为彻底根治沙碱
,

改良土壤结构
,

打一场搬运红土的人民战争
。

大队

组织了以民兵为主体的改良土壤的突击队
,

到十几里外的杨楼大队运山红土
。

全队男女老

幼争先恐后要求参加战斗
。

一千人的劳动大军
,

有的用小车推
,

有的用平车拉
,

有的挑
,

有的背… …
,

就是用这股子劲
,

七天七夜运 山土 2 0 0 0方
,

改良土壤 20 0亩
。

接着在大队的范

围内又进行了高标准的平整土地工程
。

我队有些地
,

虽然起伏不大
,

但早时高处仍易返

盐
,

低处雨后受溃
,

影响作物生长
。

在民兵营长的带领下
,

组成了 1 50 人的突击队
,

他们平

整土地 的要求是
: “

耕一犁子挖一锨
,

七寸深不能浅
,

耕一遍
、

耙一遍
,

保农时
,

防干早
。 ”

突

击队仅用了25 天的时间
,

就平掉了 300 多座坟头
,

平整了 1。。o多亩土地
,

为建设高产稳产

农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当前
,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
,

孟庄大队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空前高涨
,

决心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

为普及大寨县继续战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