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大寨 改造红壤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广西都安瑶族 自治县农业局

都安县地处桂西
,

是个瑶
、

壮
、

汉
、

回
、

苗
、

松佬
、

毛难等七个 民族聚居的大石山区
。

境

内山石林立
,

峰峦层叠
,

素有
“

九分石头一分土
”

之称
。

全县共有 76 万亩耕地
,

有半数以上

是分散在两万多个 四面环山的锅底形的鼻场 (即形似小盆地
,

四周是山包围着
,

没有排洪

口
,

底部面积最大几亩地
,

小的只几分地 )里
。

其中有 29 万亩挂在陡峭的山腰石缝间
,

碗一

块
,

飘一块
,

一亩分成几十块
,

甚至几百块
。

不少耕地只能用脚犁一窝一窝地挖
,

一窝一窝

地种
。

耕地面积也很难丈量
。

只好用播种量来折算
,

即播下六斤玉米种子为一亩
。

这些

地大部分是属于红壤性石灰土
,

泥沙石多
,

保水保肥能力极差
,

水土流失严重
。

陡峭的山

坡易早
,

锅底似的鼻底地易涝
。

群众说
“

夭晴之 日火烧苗
,

一场大雨挨水泡
” 。

县内十六万亩

水田中
,

有百分之八十是分布在坡岭上的
“

望天田
” ,

酸
、

干
、

瘦
、

薄
、

产量低
。

有些地方虽然

有些较大的平地
,

但其表面怪石成堆
、

石笋满地
,

人们称它为
“

石海
” 。

解放前
,

由于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

加上自然灾害严重
,

粮食产量很

低
。

1 9 4 9年
,

全县粮食总产一亿二千多万斤
,

亩产只有百来斤
。

那时
,

广大贫下中农过的

是
“

住岩洞
、

咽糠菜
、

缺粮缺水
、

缺穿盖
”

的苦难生活
。

解放后
,

我县各族人 民在毛主席
、

党中央英明领导下
,

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

生产

逐年发展
,

生活不断改善
。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
,

由于刘少奇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

山区的生产条件得不到根本改变
,

几十万亩红壤地无法改 良
,

粮食

产量长期徘徊在两亿斤左右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
、

林彪为头子的两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
,

狠批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
。

我县

各族人民以大寨为榜样
,

发扬壮志压倒万重山的革命精神
,

开展轰轰烈烈的治山治水和改

造红壤的群众运动
。

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
,

全县新修水平梯地 1 7 3 9。。多亩
,

新造田地 5 9 0 0 。

多亩
。

使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

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

从 1 9 6 8年起
,

由缺粮县变成余粮县
,

平

均每年向国家提供粮食三千多万斤
。

一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加强党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前
,

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
,

县领导班子中有的人认为
,

都安 自然条件

恶劣
, “

抬头见山头
,

低头碰石头
,

实在没奔头
” ,

阶级敌人乘机刮起
“

搬迁风
” ,

弄得人心浮

动
,

严重地妨碍了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

1 9 6 8年县革委会成立后
,

在全县开展
“

思迁
”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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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变
”

的大辩论
,

大批修正主义
,

大批资本主义
,

批判濡夫徽汉世界观
,

使广大干部和社员

群众树立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

在全县迅速掀起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良红城的群

众运动
。

下坳公社鱼洞大队过去 由于领导班子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阶级敌人嚣张
,

资本主

义泛滥
,

集体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
。

经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
,

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大搞治山治水改 良红壤的群众运

动
,

使全大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几年来
,

全大队修水平梯地 4 70 亩
,

打通了三条穿山

隧洞
,

挖了二条排涝沟
,

建成十二个水柜 (即石山地区挖下的水井
,

用料石砌 四周
,

外形象

一个柜 )
,

改变了红壤面貌
。

1 97 1年粮食亩产 80 0斤
,

19 7 2年超千斤
。

前进 道路不平坦
,

征途处处有斗争
。

三只羊公社长洞生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
,

大搞治

山治水
,

粮食亩产上了纲要
.

脱掉了统销帽子
。

这时一些队干部就认为粮食过了关
,

该抓

副业捞钱了
。

于是用公益金和公积金购买了五匹马
,

三辆马车
,

派人外出搞
“

野马
”

副业
,

结果搞垮了集体经济
,

涣散了人心
.

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

使粮食减产四分之一
。

后来
,

领

导班子端正了路线
,

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
,

纠正了错误
,

干部重新带领群众战斗
,

大搞农 田

基本建设
,

奋战两年
,

把三十亩早地变成了水田
,

三十亩坡地砌了保土墙
,

生产条件大变
,

粮食产量持续上升
。

县委运用这个典型对各级领导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在全县开展

围歼资本主义的战斗
。

党内外一齐批资本主义
,

农村栓
“

野马
” ,

城镇铲
“

野草
” ,

把应由集

休经营的副业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
。

1 9 7 5年完成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比任何一年 都 多
,

在改良红壤工作上又前进了一步
。

二
、

自力更 生
,

艰苦奋斗
,
因地制宜改造红壤

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
,

为了彻底改变山区的面貌
,

县委领导深入到条件不同的地区

进行调查研究
,

总结推广各种因地制宜改良红壤的典型经验
,

制定了
“

蓄
、

引
、

提
、

排和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综合治理的全面规划
。

各社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
,

确定本地区改良红壤

的主攻方 向和具体措施
,

发扬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场规

模浩大的改 良土壤的群众运动
。

大石山区
:

在大石 山区
,

我们针对红壤土瘦薄
、

易早
、

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
,

发动群众

砌石墙保土
,

建水平梯地加厚土层
,

搞地头水柜
、

粪井抗早
。

地处群山丛中的下坳公社隆

旺大队鼻高生产队
,

有散布在石缝里的红壤性石灰土 33 亩
,

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
,

靠一颗

红心两只手学大寨
。

虽然全队只有 22 个劳动力
,

从 1 9 6 7年起
,

每年都动员了三十多人投入

战斗
。

他们用炸药炸
,

用钢钎
、

大锤凿
,

或者用火烧巨石
,

然后用水淋
,

使巨石爆裂
,

再用木

棍逐块撬开
。

就这样奋战三年
,

建成两个水柜
,

睹住 四条山沟
,

垒起了96 道总长 3 0 0 0多

米的石墙
,

使石缝地变成了水平梯地
。

1 9 7 0年粮食亩产达到 9 3 2斤
,

比 1 9 6 5 年翻了两番

多
。

内涝鼻场和低洼地
:

对内涝的鼻场和低洼地
,

改造的办法是凿山打洞
,

开沟排涝
。

地

处山中之 山的保安公社
,

有十三个鼻场
,

七千亩耕地年年受涝
,

他们计划在十座大 山中打

出十个连环洞
,

根治涝灾
。

目前已打通七个
,

解决了六千多亩耕地的排捞问题
。

到 1 9 7 6年

初为止
,

全县动工打石山隧洞 2 5 2条
,

全长 9 3 0 0 0多米
,

并已打通 1 53 处
,

总掘进 4 5 9 0 0多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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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消水洞一万多处
,

根治了 1 3 7。。。多亩耕地面积的涝灾
。

丘陵和半丘陵地
:

在丘陵和半丘陵的红城地区
,

我们大搞小山塘
、

小水库和架渡槽
、

修

水渠
、

蓄水引水等工程
。

红渡大队地处丘陵
,

原是个山光
、

水枯
、

地瘦
、

土红的穷地方
。

几

年来
,

在大寨精神鼓舞下
,

他们拦腰斩断澄江河
,

筑起三条大坝
,

安装了 14 台水轮泵
,

搬走

了2 4座红土岭
,

填 了1 8 。。米的大填方
,

修成 1 28 里长的渠道
,

大搞山塘水库蓄水
.

把河水引

上高山
。

使保水田从 7
.

4亩扩大到 4 3 0 0多亩
。

接着又对 3 0 0 0多亩耕地进行深耕改土
。

昔 日

的红壤坡
,

变成了田肥
、

山青水秀的鱼米乡
。

开发地下河
,

扩大灌溉面积
:

我县大部分是石灰岩地区
,

地面怪石嶙峋
,

地下有一个个

深水潭露出地面
。

这些深水潭虽常年有水
,

但一遇干旱
,

水位就降低到离地面 30 一 4 0米深

处
,

无法利用
.

田干
、

地裂
、

火烧苗
,

人畜饮水也发愁
。

为了充分利用地下水
,

我们在自治区

水文地质队的帮助下
,

组织了领导
、

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小组
,

勘查了许多深险

洞
,

弄清了八个公社地下河水的来龙去脉
,

制定
“

全面开发地下河
,

彻底改变干早面貌
”

的

战斗规划
。

到 1 9 7 6年初为止
,

已开发地下河 4 40 处
,

其中已发挥效益的有 24 8处
。

地苏公社过

去是个早死懒蛤蟆的穷山沟
, 1 9 7 0年全社掀起了开发地下河高潮

,

到 19 7 6年初共开发了 42

处
,

建成了电灌站 34 处
,

安装电动机 44 台
,

修成了30 7条总长 2 1 7 6 2 0米的环山渠道
,

使全社

旱涝保收面积由文化大革命前 1 9 6 5年 1 2 。。 o亩增到 4 1 3 8 2亩
,

粮食连年获得增产
。

1 9 7 4年

粮食总产 4 0 71 万斤
,

为 1 9 6 5年总产 1 6 7 1万斤的 2
.

4倍
。

三
、

继续战斗
,

彻底改变红壤面貌

经过连续几年的艰苦战斗
,

不少受早的地方有了水
,

受淹的地方排了捞
,

低产的红壤

地也开始提高了产量
,

缺粮地方摘掉了
“

统销
”

帽子
。

这时
,

有的人认为
,

粮食够吃了
,

征购

任务完成了
,

差不多了
。

有的说
,

苦干几年
,

好搞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都搞了
,

剩下的都是
“

硬骨头
” ,

只能
“

慢慢啃
” 。

针对这种思想
,

县委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树

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

组织大家学习 《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的论述
,

学 习大寨人爱国家
,

爱集休的共产主义精神
,

学习先进社队的典型事迹
。

通过教

育
,

大家认识到种田不是为活命
,

而是为革命
,

从而把一村一鼻的建设同中国革命和世界

革命的壮丽事业联系起来
,

把治山治水改 良红壤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 目标联系起来
,

使

农田基本建设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
。

广大群众认识提高后
,

农 田基本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

1 9 7 0年以前
,

每年秋后参加农

田基本建设的人数只有十七
、

八万
,

1 97 1年以来
,

年年超过二十万
,

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七

十以上
。

原来专业队不到三万人
,

近年来长期稳定在四万人左右
。

原来低产已经变高产

的地方
,

继续作战
,

啃
“

硬骨头
” ;
过去不敢干

,

不愿干的工程
,

也纷纷干起来了
。

为了彻底改变红壤的面貌
,

我们总结推广了对原有田地进行改造取得重大成绩的牛

尾生产队经验
。

福龙公社同意大队牛尾生产队有 46 亩耕地
,

全是白砂砾土
,

土层既浅薄又

疮瘦
,

粮食亩产不到两百斤
。

1 97 1年以来
,

他们大搞深耕改土
,

采取套犁的办法
,

使土地耕

作层由原来 2一 3寸加深到 7一 8寸
,

同时又发动社员上山采集野生绿肥
,

每亩施四千斤以

上
。

做法是先将绿肥切碎放在畦沟下面
,

再犁畦土祖盖
,

使原来的沟变成有绿肥压青的

畦
,

次年春就在上面种玉米
。

这样不但加厚了活土层
,

而且提高了土壤肥力
。

经过几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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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处理后
,

成了
“

海绵地
” 。

1 9 7 4年平均亩产 94 3斤
。

在学习牛尾生产队经验的基础上
,

从 1 9 7 4年开始
,

全县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探耕改土运动
。

从县
、

公社到大队层层有主要领

导干部亲自挂帅
.

把深耕改土作为一项耕作技术的革命来抓
。

我们改土的方法有两种
:

一

是
“

大翻身
” ,

即全部深耕 (在原基础上深耕 3一 4寸 )
,

垫上客土
、

肥泥
、

杂草
,

然后盖回熟土
,

这是学大寨建造海绵地的作法
; 二是根据季节

、

劳动力的安排情况把大翻身分两步进行
,

一块地先搞万二分之一
,

即局部深耕浅种
。

在犁耙碎土后
,

拉线定畦
,

畦内的熟土放两旁
,

然

后深耕 3一 4 寸
.

中间放客土
,

杂肥等
,

再盖回熟土做畦
,

在畦上种玉米
。

最近两年我们全县

用这些方法深耕改土三十三万亩
,

其中全部深耕的有五万亩
。

LJ 年来
,

我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

大搞治山治水和红壤改良的工作取得

一些成绩
,

但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
,

同先进单位比差距还很大
。

目前全县的早涝保收面

积还不多
,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仍然很低
。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

以阶级

斗争为纲
,

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红壤改良工作
,

为迅速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县而

奋斗
。

开展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工作的体会

馨
江

鑫鑫
劳
氮
大
摹

“ 来社去农作斑 潜 工̀县农业 ”

我们潜江共大社来社去农作班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

于 1 9 7 5年春

由潜江县和华中农学院合办的一所新型农业大学
。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

教 , 必须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教导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为农业学大寨服

务
,

培养学大寨的带头人
,

坚持
“

社来社去
” ,

坚持教学
、

生产
、

科研三结合
,

把教育同三大

革命紧密结合
,

努力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下面是我们在当地党的一元化领

导下
,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

积极配合潜江县进行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工

作的几点收获
。

一
、

初步摸清了潜江土壤肥力状况

1 9 7 5年冬
,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
,

为了迅速改变低产田的面貌
,

我校农

作班师生配合潜江县后湖机械农场进行了土壤普查
。

1 9 7 6年初
,

根据县委普及大寨县 的

部署和要求
,

在后湖农场普查的基础上
,

我们又组织了农作班师生
,

结合回队教学
,

到全

县十二个公社
、

六个农场和工人
、

贫下中农技术员
、

中学师生两千多人一起进行土壤及作

物营养诊断工作
,

共完成了四十万亩土壤肥力普查任务
。

2 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