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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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土坡肥力普查中
,

通过对近六千个点的土壤肥力调查和四万样次的土壤养分

分析
,

初步了解 到全县 大部分耕地 存在着 程度 不同的 缺磷现象
,

严重 缺磷的 面积达

5 8
.

8%
,

其中水田比早地严重
,

老烷子田比围垦湖田严重
,

有些老境子田严重缺磷已成为

水稻增产的限制因素
。

后湖农场刘塘大队廖家皖子的水田
,

秧苗返青后生长缓慢
,

不分

菜
,

叶色苍老
,

脚叶发黄发紫象火烧的
,

施用碳按
、

人尿再多也不长谷
。

类似情况在全县估

计有十万亩 以上
。

根据三江公社彭鲁大队的试验
,

在同样栽培条件下
,

每亩底肥增施 70 斤

过磷酸钙
,

水稻单产 89 8斤
,

比不增施磷的亩产 4 00 斤增产一倍以上
。

就在这缺磷发僵田上
,

五月下旬当水稻有明显缺磷症状时追施磷肥
,

仍可增产 10 %左右
。

土城普查初步揭开了

这类田低产之谜
。

刘塘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总结土壤普查工作时说
: “

你们查出了廖家烷子

低产的原因
,

也解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疙瘩
。 ”

在土壤肥力普查中
,

我校师生还和贫下中农一道诊断了几千株大
、

小麦样品的营养状

况
。

在诊断工作中发现
,

有些地方由于对土壤肥力状况不清
,

施肥不当
,

造成肥料的浪费
。

如有个公社在不 了解土壤钾素含量情况下施了八万斤钾肥
,

结果肥效不显著
。

又如竹市

公社部分小麦三类苗
,

过去一直认为是缺肥所致
,

但施肥的效果并不明显
。

这次通过调

查
,

初步弄清了三类苗有些是由于播期较晚
,

出苗后遇低温
,

有些是由于地势较高或耕层

下有粗砂隔离
,

水分不足
,

限制了肥效的发挥
。

根据
“

不同质的矛盾
,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

才能解决
”

的道理
,

在这些田块上采取了相应的栽培措施
,

对症下药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先锋大队农科所所长深有体会地说
: “

我以前总认为肥是庄稼宝
,

多施产量高
,

看来这不完

全对
,

应该改为肥是庄稼宝
,

施好产量高
。 ”

潜江俗称水乡
,

在这次普查中发现不少稻区 田块地下水位高
,

有的在 15 厘米处就有暗

水
,

因此开深沟
、

造台田就成为水稻增产的有效措施
。

在后湖农场的土壤普查中
,

绘制了

地下水分布图
,

为治服水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

通过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
,

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实行科学种田的

积极性
。

后湖农场的负责同志高兴地说
: “

共大师生真帮了我们的大忙
,

有了土壤普查图
,

明年指挥生产就更踏实了
,

哪里水位高
,

就深挖沟
,

哪里缺磷就施磷肥
。 ”

西大烷农场党

委根据土坡缺磷的情况
,

当即决定预购磷肥四百吨
。

二
、

推动了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侧!.!l!

在这次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中
,

学校师生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
,

宣传农业科学知识
,

推广先进科学技术
。

在普查中
,

针对当地存在的问题
,

学员和社

员一起共 同进行研究分析
,

提出解决的办法
。

在蚌湖公社进行调查时
,

发现缺磷严重
,

但

当地社员却说
,

已施过很多磷肥
。

经重新分 层取样分析
,

查明表土含磷极为丰富
,

而根层

土壤速效磷严重缺乏
。

他们结合土壤中磷素的特点进行分析
,

认为这是 由于磷的移动性

小
,

当土壤呈强石灰性反应时
,

速效磷易被固定
,

撤施在地表的磷肥便停留在表土上
,

而小

麦大量的活动根系在湿润的土层中
,

有肥吸不着
,

这就是导致小麦严重缺磷的原因
。

针对

这种情况
,

提出了在这类田上要把磷肥作底肥深施
,

或者作种肥施用的办法
,

实施效果很

好
。

学校师生和贫下 中农一起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

极 大地鼓舞了广大千部和社员
,

杨市公

社为了促进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

把查过的田块上插上牌子
,

标明这块田的普查结果
,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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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和培肥改土的措施等
。

通过土壤普查
,

培训了大批科学种田的骨干社队农科站 (所 ) 的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

在肥力普查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

他们亲自取土
、

测样诊断
、

研究措施
,

在实践中增长了

才干
。

普查后
,

全县又统一布置了科学害验项 目
,

落实到社
、

队
、

农科所
,

并决定在几个主

要水稻公社的老块子田上开展万亩片施磷改土大样板的试验
,

以迅速解决低产水稻田的

问题
。

这样
,

大大促进了社队农科 网的健全和发展
。

一支贫下中农 自己的技术队伍正在

茁壮成长
。

三
、

促进了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

土壤
”

这门课
,

旧农学院称为基础课
,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
,

一向是关门在

高楼深院里教课
,

从书本到书本
,

在实验室里看标本
,

活土当作死土认
,

生产上对不上号
,

摸不着门
。

现在师生遵照毛 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的教导
,

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出

发
,

面向生产
,

向贫下中农学 习
,

在学习中服务
,

在服务中学习
。

通过土壤普查的实践训

练
,

学员经受 了三大革命的锻炼
,

提高了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觉悟
,

丰富了业务知识
,

增强了工作能力
。

开始时有的学员对判断土壤质地没有把

握
,

四五个人摸了又摸
,

看了又看
,

还是搞不准确
。

通过普查全过程的实践
,

在贫下中农的

帮助下
,

他们不仅比较熟练而准确地识别土壤 的某些特性
,

而且学习到了书本上难以见

到的潜江县各种土壤的基本特性其及改 良措施等
。

在普查 中
,

师生重点解剖了
“

烧砂 田
” 、

“

失火田
” 、 “

烂泥田
”

三种土壤
,

分析了这三种 田作物产量不高的原因
,

针对这些原因与贫

下 中农相结合布置了一些观察试验项 目
。

在两次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工作中
,

共写

出报告 20 。多篇
,

所提出的改良培肥措施
,

对当地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

学员们深有体会地

说
: `

服务农业方向正
,

学用结合路子新
,

广阔天地好课堂
,

绒合工农干革命
,

政治挂帅是根

本
,

查土之 中育新人
。 ”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

群众性 的土壤普查和作物营养诊断工

作是个新事物
,

开展这项工作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

开始
,

当后湖农场

提出要进行土壤普查时
,

很多同志认为这是为农业学大寨服务的好机会
,

是教育同三大

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好形式
。

但少数同志认为
,

这样搞会影响教学
,

削弱理论
,

削弱其他内

容教学
。

也有的人担心土壤普查困难多
,

刚学习几个月的学员能否完成这样的任务
。

针

对这种情况
,

我们组织师生学理论
,

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通过学习和批判
,

大家认识

到 :
农业大学要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

就要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就

必须坚持为
“

农业学大寨
”

服务的方向
,

生产上迫切需要什么
,

就应当学什么
,

这是一个

方向路线问题
。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
,

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

级专政的工具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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