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 泽 东 思 想 指 引

我 国 土 壤 科 学 胜 利 前 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
、

当代最伟大 的

马克思主义者
、

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主

席的逝世
,

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 实

践相结合的原则
,

在同国内外
、

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
,

继承
、

捍卫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
`

j
了

主义
,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 篇

章
。

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
,

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 人
,

灾

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

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
。

毛主席把自己毕 生的

精力
,

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

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 被

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

贡献给了共产主义
。

八亿中国人民决心在以华国 锋同

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

努力学习和掌握毛 泽 东 思 想
,

誓 把 伟 大 领 袖

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我们以无限崇敬的心情
,

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

回顾毛主席对发展 我

国科学的亲切关怀和我国土壤科学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迅速发展
,

更加 深

切地感到
,

我们的一切胜利
,

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
,

都是毛主席革命路

线的伟大胜利
。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

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

一
、

毛主席关怀土壤科学的发展

象马克思
、

列宁一样
,

毛主席一贯重视和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
。

早在一九

四 O年
,

毛主席就指出
: “

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 ”

一九六三年
,

毛主席又指出
: “

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杜会主义强大国 家 的

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 ,

把科学实验作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

可靠保

证
”

之一
。

科学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科学实验的重大意义
。

毛主席还把科

学研究必须
“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工农兵服务
,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方针

载入我国宪法
。

毛主席的指示激励着我国工农兵群众和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
,

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
。

土壤学是农业科学的基础
,

好象医学的解剖学
。

毛主席十分重视和关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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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的土壤科学
,

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一点土壤学
,

在去冬今春
一
系列

重要指示中
,

再次提到了土壤学
。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

一九五六年
,

我所部 分

科技人员在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

毛主席的接见给了 我们巨

大的鼓舞
,

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和深切的关怀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毛主席作了很多关于发展我国土壤 科 学 的 指 示
。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文中
,

提出了
“

提高耕作技术
”

的要求
,

并 且

指出
: “

要深耕细作
” 。

一九五五年秋至一九五六年春
,

毛主席亲自调查研 究
,

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
,

明确规定兴修水利
,

保持水土
,

开辟

肥源
,

改进施肥方法
,

改 良土壤
,

改进拼作方法
,

开垦荒地
,

扩大耕地面积是增

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

要求用各种办法把瘾薄的土壤改造成肥沃 良 田
。 一

九五八年
,

毛主席为我国农业制订了
“

八字宪法
” ,

毛主席指出
,

农业八字宪法

应该按上
、

肥
、

水
、

种
、

密
、

保
、

管
、

工的序列
,

中心是土
,

有土斯有粮
,

把
“

上
”

放

在首要的地位
。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

高度概括 了我国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 经

验和科学实验的成果
,

指明了土壤科学的方向
。

毛主席指出
: “

你们学习自然科学的
,

要学会辩证法
” ,

谆谆教导我们要 用

辩 证唯物主义思想来进行自然科学研究
。

在农业
“

八字宪法
”

中
,

毛主席 运用

唯物辩证法
,

科学地阐明了农作物增产的八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以及
一

L壤

科学在整个农业科学之中的位置
,

为发展我国土壤科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 义

的哲学基础
。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汀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 还明确指出要
“

加强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
” , “

系统地建立
、

充实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

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 。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
,

各省
、

市
、

自治区直至县都

建立了相应的农业研究机构
,

其中大都有从事土壤研究的部门和人员
,

全国还

成立了儿个专门的上壤研究机构
,

专业队伍迅速发展
。

一九五八年
,

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
,

在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 的

深耕和土壤普查的群众运动
,

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占领土壤科学阵地的一 次壮

举
。

专业研究人员也走到群众运动中经受了锻炼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建

立的四级农 业科学实验网
,

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业科学技术队 伍
。

广大

贫下中农直接参加土壤科学研究
,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壤科技队伍的组成
,

打破

了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垄断
,

从组织上保证了土壤科学的迅速发展
。

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我国土壤科学的今天
,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 引
,

就没有我国止壤科学的发展
。

二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群众性改土运动蓬勃发展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了
“

以农业为基础
、

工业为主导
”

的国 民经济发展总

方针
。

毛主席提出的
“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 “

深挖洞
、

广积粮
、

不称霸
”

的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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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方针
,

、

同样规定了发展农业的重要任务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全国各

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改土运动
,

从西北内陆沙漠的改造
,

到东海之滨的围

海造田
;从西藏高原土壤上小麦创高产

,

到岭南水稻土上三季稻获得丰 收
,

展

示了革命和生产蒸燕日上的大好形势
。

北方已出现了亩产过长江
、

超千斤的高产的早地
.

土壤 ; 南方已出现了亩产

跨
“

双纲
” 、

超三千的肥沃水稻土
。

大寨大队贫下中农在党支部领导下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大批资本主义
、

大

批修正主义
、

大干社会主义
,

把
“

山高石头多
,

出门就爬坡
,

地无三亩平
,

年年灾

情多
”

的
“

三跑田
”

建成
“

三保田
” ; 通过调剂土质

、

增施有机肥料
,

实行
“

三深
”

耕

作法
,

把
“

三保田
”

建成
“

海绵田
” ; 1 97 0年开始又在

“

海绵田
”

基础上
,

搬山填沟
,

建立人造平原
,

再造
“

海绵园田
” 。 “

人变
、

地变
、

产量变
” ,

大寨大队在四分之一

世纪长的时间内
,

产量持续上升
,

总产增长十倍
。

1 9 72年到 1 9 7 5年
,

亩产始 终

保持千斤以上
。

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
,

过去八百多亩耕地分割成一千二百多块
,

排灌系

统较乱
,

抗早排涝能力差
。

在开展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后
,

建成了四百多块平坦
、

排灌自如的格子化良田
,

一年两熟变三熟
,

1 9 7 5年粮食平均亩产达 2 50 0多 斤
。

盐碱土改良方面
,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的黄
、

淮
、

海三大水系治理不断取褂

成功的基础上
,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因地制宜
,

把消灭盐碱与培肥结合起来
,

使我国一亿多亩盐碱地大部分得到了改造
,

有三千多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 田
。

旧社会是
“

遍地盐碱 白茫茫
,

有种无收去逃荒
” ,

现在是
“

渠道纵横树成行
,

稻麦

高产米粮仓
” 。

红壤利用改良也取得很大成绩
。

在毛主席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的思想

指引下
,

通过兴修水利
,

植树造林
,

千里
“

赤地
”

变绿洲
,

多种经营有了迅速发

展
。

在红壤荒地上建立了大批国营农
、

林
、

茶场和各种热带作物垦殖场
。

仅江

西一省
,

建国以来
,

建立国营农场三百多个
,

改良低产红壤近千万亩
。

在国 民

党破坏所造成的童山秃岭上
,

获得了粮
、

棉
、

油
、

茶
、

蔗
、

果以及热带经济作物的

丰收
。

这个被资产阶级诬蔑为
“

红色沙漠
”

的地方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了
“

红

色宝地
” 。

在风砂土改造利用方面
,

广大沙区人民既看到了风沙危害的一面
,

更看到

其可以改造的一面
。

营造了大面积的防护林和固砂林
,

有效地制止了风砂 危

害
。

改变了过去那种
“

砂进人退
”

的局面
,

掌握了
“

人进砂退 ,
的主动权

。

不少

地方出现了树林荫茂
、

牛羊成群和农业丰收的一片兴旺景象
。

素有
“

风库
” 、

“

火洲
”

之称的新疆吐鲁番县
,

自农业学大寨以来
,

大搞农田建设
,

重新安排河

山
,

大面积营造护林带
,

耕地扩大一倍
,

粮食产量翻了四番
,

砂区人民征服自然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解放后
,

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

第一次为劳动农民所掌握
,

在毛主席革命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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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指引下
,

亿万农民群众
,

以豪迈的气概和空前的规模
,

改上培肥
,

与天斗
,

与

地斗
,

与阶级敌人斗
,

重新安排河山
,

我国九百六十
.

万平方公里土地发生 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

旧貌变新颜
。

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四 九年相比
,

灌溉面积由二亿

四千万亩增加到六亿五千万亩
,

三亿三千万亩的易涝农田 ; 已有二亿五千万 亩

得到治理
,

水土流失面积 已治理了三十一万平方公里
,

并建成早涝保收
、

高产

稳产农 田五亿多亩
,

土壤越种越肥
,

为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创造了条件
,

有力

地支援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三
、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土壤科学前进的指路明灯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
,

我国亿万贫下中农开展了大规模 改天换地

的斗争
,

做了前人没有做的工作
,

实现 了土壤大改造
,

我国土壤科学工作人员

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
,

冲破了许多传统的概念
。

二十多年来改天换地的伟大

斗争有力地推进了我国上壤科学的发展
。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上
,

历来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
。

唯心主

义者认为
,

人对自然是无能为力的
,

只能消极利用
,

适应迁就
,

唯物主义者认

为
,

人是 自然的主人
,

不仅能认识 自然
,

而且能利用自然
,

改造自然
。

毛主席指

出
: “

世间一切事物中
,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

在共产党领导下
,

只要有 了人
,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 ”

人为作用以前
,

土壤形成过程完全受自然环境

影响
,

但自人类生产活动开始以后
,

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改变
。

随着社 会生

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人为因素对土壤的影响愈来愈广泛
,

愈来愈深

刻
。

所以
,

上壤不仅是历史的 自然体
,

更是劳动的产物
。

但是
,

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
,

由于对上地进行掠夺式经营
,

土壤肥力不断下降
,

土壤朝着不利于农业生

产的方向发展
。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亿万人民用战天斗地的精神
,

改土培

肥
,

土壤肥力才能迅速提高
,

朝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
。

人为作用可以

改变土壤性质
,

也可改变成土过程的方向
,

形成新的上壤类型
。

我国早耕熟化

下形成的海绵土
、

楼土
、

潮
.

土
,

淤灌早耕熟化条件下形成的绿洲土
,

水耕熟化 条

件下形成的大面积多种多样的水稻土等
,

充分说明
,

除了自然成土因素外
,

人

类活动在耕种土壤形成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

毛泽东思想 为我们正确地阐明上

壤发生演变规律
,

能动地进行改土培肥提供了理论依据
。

毛主席关于
“

人定胜

天
”

的思想
,

必将使土壤科学在改土实践中进一步发挥战斗作用
。

肥力是上壤的本质
。

我们对土壤肥力的认识
,

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 「

不断发展的
。

过去不少科研人员对肥力的理解
,

只局限于养分供应
,

当然土壤

养分的含量
,

是评价肥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

但不能全面反映土壤的肥力
。

著名

土壤学家威廉斯认为
,

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活时期
,

同时供应植物所需的水分

和养分的能力
。

威廉斯认为
,

如在同一时期内能最大限度满足植物所需 的水

分和养分
,

就是肥沃的土壤
。

威廉斯同时考虑水分和养分两个因素的肥力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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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在当时土城学发展上是前进了一步
,

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

是由各方面的因紊决定的
。

看

问题要从各方面去 ,
,

不能只从单方面粉
” 。

我国劳动人民认识土壤是全面的
,

对土壤肥力的评价是综合的
,

并且是从生产出发
,

密切结合作物生长来鉴别土

壤好坏
。

如
“

发小苗
” 、 “

发老苗
” 、 “

发小苗 又发老苗
” ,

用以形容土壤的供肥能

力 ; “

冷浸
” 、 “

爽水
” 、 “

夜潮
”

反映土壤水热状况 ; 以
“
口紧

” 、 “
口松

.’ 、 “

淀浆
” 、 “

起

浆
” 、 “

糯性
” 、 “

梗性
”

等区别早地和水田的耕性
。

由此可见
,

土壤肥力因素不仅

是水分和养分
,

还应包括空气和温度
。

概括起来
,

就是水
、

肥
、 声

C
、

热
。

这四个肥

力因素又可分为营养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
。

水分和养分是植物生活的 营养

因素
,

热是环境因素
,

水
、

气既是环境因素又是营养因素
。 .

所以我们认为
,

五壤

肥力的概念是
:

土壤为植物生长供应和协调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的能 力
。

上

壤肥力是土壤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性质的综合反映
。

土壤的各种基本性质都要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
,

影响作物生长
。

土壤中各种肥力因素不是孤立的
,

而

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

土壤水分不仅影响土壤温度
,

而且影响微生 物的

活动
,

从而影响养分的有效性 ; 土壤水分不仅影响土壤养分状况
,

l(jt 目
.

影响土

壤营养元素的平衡
,

改变土壤溶液中养分的组成和含量
。

土壤温度既制约上壤

水分
,

又影响某些营养元素的有效性
。

土壤空气既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 发

育
,

又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

作物的生长
,

不仅要求这四个因素的同时存在
,

而且必须处于相互协调状态
。

.

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的协调并不完全决定于士壤中水稳性团粒的含量
,

而主

要决定于耕层土壤结构和上壤整体构造
。

土壤结构性不仅是土壤结构体的 大

小和多少
,

更重要的是孔隙的大小和多少
,

以及各级孔隙的比例
,

并从而决定

了土壤中固体
、

液体和气体三相的比例
。

适宜的三相 比
,

就是 良好的结构 性
,

也

就可以使水
、

肥
、

气
、

热处于协调状态
。

所以良好的耕层结构和良好的土体构造

是土壤水
、

肥
、

气
、

热协调和土壤肥沃的重要基础
。

大寨贫下中农所培育的
“

海

绵土
”

就具备了这样的性质
。

它具有深厚的活土层
,

通过精耕细作
,

增施有机

肥料
,

使活土层上部形成较多的水稳性和非水稳性团粒
,

常年保持疏松多 孔

状态
,

大孔隙数量多
,

有利于通气
、

渗水
、

保水
、

增温
、

促进养分分解 ; 活土层下

部比上
.

部略为紧实
,

小孔隙稍多
,

既保水又保肥
。

表土以下为较紧实的深厚底

土层
。

起托水托肥和蓄水保肥的作用
。

上下层互相配合
,

构成一个整体
,

易」“
供

应和协调作物生长所需的水
、

肥
、

气
、

热
。

我国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
,

对土壤肥力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

根据这样的

认识
,

为了夺取高产
,

在改土培肥过程中
,

必先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以调整地面

水
、

热状况
,

改造生产条件
,

同时
,

结合平整土地
,

创造良好的土体构造
,

并进一

步增施有机肥料培育深厚肥沃的活土层
。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
: “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

又转过来为实践服 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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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的综合概念
,

来源于生产实践 ; 反过来
,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

能动地指

导生产
。

我国土壤利用改 良工作就是与这种肥力的概念密切相关的
。

根据 这

种观点
,

土壤利用改良方针
,

必须采取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综

合治理
。

为此
,

不仅要抓住基本农田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

— 改土和治水
,

而且

要辩证地处理改土治水和其他因素的关系
。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
,

肥料 是作物

的粮食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只有把改土
、

治水与培肥结合起来
,

才能建设旱

涝保收
、

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我国盐碱土改良治理也是这样
,

华北地区过去是一个易旱
、

易涝
、

易盐的

地区
。

广大农民群众在长期改土实践中认识到
,

早
、

涝
、

盐三者不是孤 亿的
,

而

是处于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之中
。 “

盐由旱生
、

涝盐相随
” 。

盐是当地农业生产

的主要矛盾
。

但是
,

在治理盐碱土的过程中
,

如果不解决早涝的问题
,

也就不

能治理盐碱
。

因此
,

提出了早
、

涝
、

盐综合治理的方针
。

由于采取了这一治理方

针
,

盐碱土得到了迅速治理
,

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

扭转了

历史上南粮北调的局面
。

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肥沃的土壤
。

肥沃土壤是作物高产的 基

础
,

但还不能满足不同作物
,

或同一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对土壤的要求
。

所以
,

要

使作物高产
,

必须通过人工调 节
。

肥沃上壤不通过调节也不一定就获得 .佰产 ;

反之
,

即使肥力较差的土壤
,

只要调节有方
,

也可边生产
,

边培肥
,

使作物得到

高产
。

我国劳动人民
“

以水调肥
” 、 “

以水制肥
” 、 “

以水增温
” 、 “

以气养根
”

以及
“

看苗
、

看土
、

看天
”

进行水肥管理等措施
,

就是调节肥力因素的宝贵经验
。

我们有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指引
,

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

我国

农业生产已经连续十四年丰收
,

并必将取得更大的丰收 ; 我国土壤 利用改造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并必将获得更大的成绩 ; 我国土壤科学已经有了迅速

的发展
,

并必将更加迅速地发展
。

毛主席指出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

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因此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

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我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 中

央周围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在社会主 义时期的基本路线
,

彻底批判
“

四

人帮
” ,

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

把土壤科学领域内的革命进行到底
,

努力发展我国土壤科学
,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