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地 制 宜 搞 好 农 田 基 本 建 设

黄 瑞 采

(南京农
’

学院 )

9 1 78年 7
、

8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 田墓本建设

会议
,

号召全国各地
,

因地制宜地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
,

为科学种 田
,

实现农业现代化打好基础
。

时经半载
,

吉林
、

四川
、

山东
、

江西
、

山西
、

上海等省市陆续报

道开展农 田基本建设 的成果
。

从学 习大寨精神出发
,

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
,

对农田基本建设的认识有所加

深
,

质量也不断提高
,

在粮
、

棉
、

油生产和农
、

林
、

牧
、

副协调发展方面收到较大效益
。

为了今后继续进行农

田基本建设
,

制订长远规划的参考
,

现对我国几个主

要农业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的条件和前景 以及农田 基本

建设中一些技术问题和要求
,

提出个人看法
,

请批评指

正
。

一
、

我国几个主要农业地 区农 田基 本建

设的条件和前景

我国幅员广大
,

各地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情况悬

殊
,

对农 田基本建设有不同的影响
。

(一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我国西北黄土 高原 的

黄土 层厚达数米
、

数十米不等
,

厚的可达百米以上
。

这个地区年降水量为 35 0一 7 00 毫米
,

各地差异很大
,

雨水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多骤雨
,

引起强烈 的

土坡侵蚀和水土 流失
。

黄土具有直立性
,

崩塌时深沟

的两侧常成立壁
。

雨水集中流过地面渗入土层时
,

又

常融蚀黄土
,

由小孔洞发展成为陷穴
,

不断搜空土脚
,

使上部土层大块陷落
。

黄土高原地区平时水源缺乏而

地下水很深
,

一般30 一 40 米到 60 一70 米之下才见地下

水
。

河谷水浇地农作物产量较高
,

早地产量极低或经

常因干早而失收
。

这个地 区西起青海东部经陇东
、

宁

夏
、

陕西
,

直至晋东太行山一带
,

大寨大队在本地区

东部的边缘
。

黄土分布有由西向东逐渐变薄的总趋势
。

西部很少岩层出露
,

东部太行山区有些山地陡坡黄土

已冲失无遗而基岩出露
。

从水土保持和农田基本建设

来说
,

本地区西部和东部的条件是有很大差别的
,

特

别是西部石料缺乏
,

而东部石料丰富
,

取用方便
。

因

此
,

西部无石料闸沟垒石坝
、

筑梯 田田堰以及修造小

型田间灌排建筑物
。

水土保持的生物防治措施如植树

种草的配合
,

显得更加迫切
。

必要 时还需研究如何经

济有效地采用砖料
、

陶器或其它建筑材料来保证农 田

基本建设的顺利开展
。

另外
,

陕甘一带黄土坡地利用

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间题是过度牧放羊群
。

如不加 以严

格管制
,

草被不能恢复
,

坡地的保护就难有希望
。

(二 )鲁中南沂山地区 这个地 区主要是石质山

地
,

因其滨临海洋且纬度稍低
,

年降水量较黄土高原

地 区为多
,

南部可达 8 00 一 1 0 0 0毫米
。

山于受季风气候

影响
,

雨量 也集中于夏季
。

根据自然条件来看
,

这一

地 区的农业生产应远胜 于黄土高原地 区
。

然而在长期

封建制度
,

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统治下
,

森

林遭受摧残
,

山区土壤冲失殆尽
,

穷山恶水带来农业

生产的极度衰落
。

虽然如此
,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
,

这个老解放区的人 民曾有过 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

今天在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新 形势下
,

我们应 当把

这个地 区作为农 田基本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
。

1 9 5 0一
1 9 5 1年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

、

山东农科所曾会同山东

省水利局
、

林业局在中央农业部支持
一

「
,

曾在鲁中南

沂 山区营沂县于沟村一带进行水土保持调查和实验
。

现在该地区的农 田基本建设可参考这些资料
。

鲁中南沂山区土壤虽然疮薄
,

但是 生产潜力很大
。

在土地利用方面应围绕农 田丛本建设
,

封山育林
,

防

止水土流失
,

以粮为纲
,

多种经营
,

大力发展蚕桑果

类
,

前途无可限量
。

这里使人不禁想起法国西部波多

尔 ( B o r d e a u x )一带广大的葡萄产 区
,

其地形为 低丘

岗地
,

土质多砾石
,

但葡萄生长茂盛
,

一片富庶景色
。

又

如罗马尼亚中部达 朗西尔瓦尼亚盆地 ( T ar n is l v a n -

ia n B as i n ) 海拔高一般为 5 00 一 70 。 米
,

多平缓的低

山
,

年降水量约 8 0 0 毫米 以上
,

棕壤和灰化棕壤
,

土

质砂性
。

无荫蔽的小山坡和原地上全是葡萄园
,

沿公

路见到的绵延二十余里 ( B l a j
、

A l b a I u l i a 、

A i u d 及

B i s t r i t a 等地 )
。

据说
,

当时 ( 1 9 6 4年 ) 该区葡萄园己

占农业区总面积 16 %
,

结合侵蚀土壤的改 良
,

还将大

力发展苹果
、

李子
、

和核桃等果树
。

这些国外的好经

验值得我们学习
。

(三 )东北黑土地区 东北黑土分布于松嫩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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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江平原
。

中部松嫩平原是东北平原的主要部分
,

海拔约为 1切一 1 80 米
。

地形波状起伏
,

漫岗长坡适于

机械化耕作
。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
、

乌苏里江和松花江

汇流的三角地带
,

海拔约为 50 一 80 米
,

地形平坦是低

湿平原
,

可垦荒地 很多
,

有
“

北大荒
”

之称
口

东北黑土地区属寒温带气候
,

无霜期约 1 10 一 1切

天
,

年降水量约为 45 0一 6 00 毫米
,

夏季雨量集中
,

春

季多风而少雨
。

东北黑土母质一般是黄土状而比较粘

重
,

但含粗粉砂可达 30 % 左右
,

类似西北黄土 ( 含粗

粉砂 50 %左右 )可称为黄土性粘土
,

有的含碳酸钙
,

有

的还有盐演化现象
。

东北黑土和黑钙土有三个基本土层
,

如群众所说
,

“
上有黑土帽

,

中有黑黄土腰
,

下有黄土底
” 。

最上的黑

土层 一般厚 3 0一 60 厘米
,

深厚 的可达 1
.

5米
,

薄的仅十

几厘米 (叫
“

破皮黄
”

)
。

黑土 层灰黑色
,

含腐殖质 4一

10 %
。

土壤肥力很高
。

东北 黑土地 区是我 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大豆

产地
。

应 当引起注意的是中部松嫩平原虽然坡度 一般

只有 1一 5度
,

少数可 达 10 度 以上
,

但是 由于开垦种植

较早
,

耕作不当
,

仍受雨水冲蚀的威胁
。

肥沃深厚的

黑土层渐变浅薄 , 土 色由黑变灰
,

由灰变黄
,

有机质

含量日益减少
,

不施 肥
,

作物产量就下降
。

有的地方

黑土变为较枯垂的黄土
,

耕耙 困难
;
有的地方甚至冲

成蚀沟
,

地块破碎
,

不便继续耕种
。

东北黑土坡地的片

状侵蚀容易被人忽视
。

如何防止水土流失
,

维持和提

高土壤肥力是农 田基本建设和机械耕作中急待解决的

问题
。

另外
,

东北黑土 区的季节性冻层是一个 隔水托水

层
,

融冻水在冻层上 漪积
,

常常造成春季 土壤过湿甚

至春涝
。

低平的涝 洼地未等到冻层化通而 雨季来临
,

冻层阻碍雨水下渗
,

加 重涝情
。

因此
,

大面积国营农

场遇到这种情况
,

机械不能下地
,

春麦常发生丰产不

丰收的矛盾
。

在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
,

应 首先搞好排

水系统
,

防止土壤冻层隔水托水的不 良作用
。

(四 )华北黄淮海平原区 这个地区地形平坦
,

是华北冲积大平原
。

年降水量较 西 北 为 多
,

一般为

4 0 0一 7 00 毫米
,

但年变幅很大
。

夏季雨水最为集中
。

解放前水利失修
,

早涝风沙盐碱
,

灾难频仍
。

解放后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华北水系得到彻底治理
,

基本上消除了
“

大雨大灾
,

小雨小灾
,

无雨早灾
”

的现

象
。

盐碱土的改 良也初步有了解决办法
。

种稻洗盐
、

扩大水浇地 是增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

北京农业大学曾在华北大平原 的河北曲周县
,

经

过调查和长期定位试验
,

认为该地区在地面下有古积

盐层
,

只要有一米多深的上层土壤是淡化层
,

就不影

响农作物生长而可获高产稳产
。

因此
,

他们采用深浅

机井和排沟相结合的措施
,

用含盐较多的浅井井水 与

深井淡水混合灌溉 ; 浅井既提供一部分灌溉水源又可

降低地下水位以容纳雨水和一部分下渗的灌溉水
,

多

余的水由排水沟排走
。

这样可起到抽咸换淡
,

维持土

壤上部淡化层而使农作物显著增产的效果
。

这种科研

成果对华北平原盐碱低产田的农 田基本建设有很大参

考价值
。

(五 )华南红壤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长江以南所

有低山丘陵地带
,

是全 国主要水稻产 区
。

除河谷低地

一般水稻 田外
,

坡地有大面积的水稻梯 田
。

这一地区

雨量充沛
,

普通为一年两熟
,

水利条件较好的都发展

了双季稻
。

由于气候条件 优越
,

植物生长茂盛
,

粮
、

棉
、

油
、

麻
、

丝
、

茶
、

糖
、

菜
、

烟
、

药
、

果
、

杂 以及

油桐
、

油茶等经济树木无不适宜
。

杉木
、

马尾松用材

林和竹林在本地 区发展历史悠久
。

有些较高山地及一

部分坡地还适宜放养肉用牛
。

总之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五业大有发展前途
。

这一地 区建造小型水库是进一

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前提
。

由于我国大陆主要 属于

东南季风气候的范 围
,

常遇春旱夏涝
,

水库有抗早防

涝 的调节作用
。

山地陡坡不宜开辟梯田的地段 和山脊

部分要大力恢复和发展人造杉木林
、

松林和竹林
,

成

材的林区要精心规划管理
,

边砍边种
,

不允许大片
“

剃

光头
”

的采伐作业
,

华南和西南壮
、

爽
、 、

黎
、

傣等

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
,

山上林木荫森
,

半 山以下水稻

梯田密布成层
,

是整个南方山区农田 基本 建 设 的 典

范
。

江西兴国县一带
,

过去因滥伐森林
、

水土大量流

失
、

造成南方的红色沙漠
。

建国 以来
,

该县焦溪大队

进行山
、

水
、

田
、

林的综合治理
。

光山秃岭种植马尾

松
、

杉木
、

油桐
、

油茶等林木
。

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

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控制了水土流失并兴修水库
、

水

塘
、

盘 山渠道
,

达到自流灌溉
,

早涝保收的目的
。

多

年来粮食亩产超 《 纲要 》 ,
1 9 7 3年达到 1 1 3 5斤的单产

记录
。

可见华南红壤地区农业生产潜力是极大的
。

(六 ) 四川红色盆地地区 四川红色盆地周围有

高山峻岭
,

盆地是棕色和紫色砂 页岩 的丘陵岗地
,

大

半开辟为水稻梯 田
,

也有一些缓坡地种植麦类
、

油菜

和红薯
、

甘蔗等
,

这个地区的砂 页岩往往具有水平的

岩层
,

山坡有自然形成的台阶
,

极易改成水稻梯田
。

砂页岩的岩性多泥质
,

破碎后风化一冬
,

便成土壤
,

能生长农作物
,

而产量不低
。

四川农民利用坡地有丰富经验
,

对梯 田排水特别

注意
。

一般坡地田块边缘有上下方向的排水沟
,

沟中

筑有小土挡
,

并在坡地下方 田角
,

挖有沙荡 ( 即小沉

沙池 )
。

侮次整地时即将泥土挑回田面
,

有 的坡地还

采用
“

之
”

字形石砌排水沟
,

保护 田块
,

防止发
’
L沟冲

。



解放前民间有
“

包挑塘堰
,

平 田培基
,

的工 匠
,

在农村

招徕生意
,

这个地 区一熟冬水 田面积很大
,

解放后冬水田大

都改为两 熟田
,

如何保证丘陵区水稻梯田 的水源是农

田基本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

除有适宜地形修建大型水

库和 引水渠道外
,

要靠社队修小型水库
,

一弯一塘
,

一 院一幽
,

和天上水
、

地表水
、

地下水三水并用
,

目

前四川盆地丘陵区试 行喷灌可以节约灌溉用水
。

四川省射洪县一带有的社队正大搞坡地梯田化的

农田基本建设
,

同时进行 山区绿化深耕改土
,

加厚活

土层
,

增施有机肥
,

创造 良好的土壤结构
。

另外
,

大

搞沼气
,

节省有机肥
,

配合施用氮
、

磷化肥
,

精耕细

作
,

粮食亩产连续超过千斤
。

群众认识到
“

土是基础
,

水是命脉
,

林是保证
,

治山不治水
,

早洪常捣鬼
,

改

土不植树
,

水土保不住 , 治水不改土
,

有水无用处 ;

改土不培肥高产无保证
”

的真理
。

(七 )南方湖注平原地区 这一地区包括分散于

南方诸大湖泊周田及各大河流沿岸和三角洲的河网地

带
。

以江苏太湖和里下河地 区为例
。

解放前广大好区

洪涝灾害频繁
,

大部分 田地只种一熟水稻
,

最多一年

两熟
。

里下河抒区常年积水的沤田面积占60 % 以上
。

解放后
,

在党的领导下
,

通过培修抒堤
,

联灯并坪
,

浚河开沟
,

改一熟沤田为两熟田
,

发展机电排灌
,

好

区面貌焕然一新
,

不但群众生活有了保障或有所提高
,

并且对国家商品粮和其它农副产品作出巨大贡献
。

本

地 区地形平坦低注
,

河网密布
,

一般年景气候温和
,

雨量充足
,

是江南渔米之乡
。

近年来
,

学大寨精神
,

重新安排山河
,

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

大搞农 田基本建

设
。

现在
,

江苏太湖和里下河地区开始彻底改造老河

网
,

建立新水系
,

并进一步平田 整地
,

完成小型 田间

建筑物配套
。

苏州地区的无锡县还试改 田间 明架为地

下渠
、

明沟为地下暗沟
,

以提高灌溉质量
,

加快降低

地下水位
,

并扩大土地利用率和便利机械耕作
。

苏州地区总结了过去的典型经验
,

以
“

千斤 田
” 、

“

双纲田
” 、 “

吨粮 田
”

为奋斗目标
,

正加强
“

排灌系统

化
,

大地园田化
,

土壤活熟化
”

三位一体的治水改土

措施
。

他们 已有一些持续高产的宝贵经验
,

对我国南

方杭嘉湖平原
、

珠江三角洲
、

江汉平原
、

川西坝 子
、

洞庭湖滨和都阳湖滨等地区的农 田基本建设和农业高

速度发展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

二
、

农 田基本建设 中一些技术问题

和要求

在毛 主瓜革命路线指引下
,

多年来全国各地广大

贫下 中农
、

革命干部和科技人员顶住林彪
、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

以
“

愚公移山
、

改造中国
”

的宏伟气魄和

大寨精神
,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做出许多优异成绩
,

为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打下 良好基础
。

为了高标准
,

严要求
,

把农 田基本建设工作搞得更好
,

下面提出一

些技术问题和要求
,

与同志们共同商讨
。

(一 )农业自然资源调查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基

石出
1 9 7 8一 1 9 8 5年全国科技规划的农业重 点 项 日 中

“

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
”

列在首位
。

这一

研究的内容是对重点地区 的气候
、

水利
、

土地
、

生物

资源以及资源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
,

提出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的方案
,

制定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主义大

农业的农业区划
。

实际上这项工作是搞好全国农田基

本建设的基础
,

应 该走在综合发展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的前面
,

为生产规划和设计
,

提供参考资料
。

建国以来
,

各方面对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 已在不断

进行
,

有的是荒地资源调查
,

有的是流域规划调查
,

有

的是草原利用调查等等
。

现在需要把这些资料 汇 总
,

作出全国性的初步总结
。

在这个墓础上 填补空缺
,

充

实内容
,

提出一个全国性农业 区划草案
,

提请中央领

导 同志和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研究
。

口前中央正要求各省搞好省一级的农业区划
。

江

苏省由省计委领导和组织本省有关研究所
、

农科院
、

高

等院校和其它有关单位协作
,

总结省内已有资料
,

经

过复查补充
,

反复征求地方千部和群众的意见后
,

已

编写 出《江苏农业地理 》一书
。

本书以因地制宜
,

合理

布局为指导思想
,

介绍江苏省的自然条件和水
、

土
、

光
、

热资源
,

分析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地区差异
,

按六个农

业区农业生产上的情况
,

总结过去成绩和经验并提出

今后发展方向与存在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和措施
。

这种

资料对因地制宜
,

搞好农 田基本建设有很 大 参 考 价

值
。

县
、

社是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的主要关键
,

要把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做到县社两级
,

以便制订既有宏伟目标

又有科学根据和实事求是的农 田基本建设的规划
。

过

去农 田基本建设的典型单位多半是大队
,

今后为了加

快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和符合规划的需要
,

有必要以公

社为基本单元来制订农田 基本建设规划
,

并根据各大

队具体情况订出实施计划
。

应 当指出
,

农业生产 还要考虑 土地的面积 问 题
。

因为不但水土资源要有数量统计
,

更亚要的是作物布

局
,

肥料
、

农药
、

除草剂的施用
,

机械耕作的进度
,

劳动

力的安排以及产量计算等等都要有土地面积的根 据
。

实行现代化农业所需要的各种规划图
、

生产指挥图等

也是不能脱离面积的观念
。

各省根据现有的陆地测蚤

图
,

结合航测照片判读和地面核对
,

不难绘制出全省

各公社的土地分布图并计算其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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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从普查土壤入手
1 9 7 8年继农 田基本建设会议之后

,

华主席党中央

提出要搞第二次全国性普查土壤
,

并立 即准备
,

1 9 7 9年

付诸实施
。

这项工作是与全国农业区划和农田基本建

设紧密相结合的
。

这是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和

山
、

水
、

林
、

田
、

路综合治理的先驱
。

只有摸清土地资源

包括土壤资源在内的底细并绘制出各项图幅
,

在划分

土地利用潜力等级和生产力等级的基础上
,

才能制订

出实事求是
,

切实可行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各项

规划
。

如同地形图在军事上的作用一样
,

土地潜力等

级图和土壤生产力等级图对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也是

不可缺少基本资料
。

小比例尺和中比例尺图幅可提供

全国各大区和省级战略性规划的参考
,

中比例尺图幅

可提供省级和地区级战略性规划的参考
,

大比例尺图

幅可提供县级和公社级以下战术性规划
、

设计和施工

的参考
。

土壤类型图和土壤养分图是科学种 田
,

因土

合理耕作
、

种植
、

施肥
、

灌排和改土培养地力的依据
。

普查土壤是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

搞好农 田基本

建设的关键
。

开展土壤普查的目的性和使用对象必须

明确
。

调查项 目除土壤的基本特性外
,

还应强调指出

生产上存在的问题
,

包括社会经济和人力物力的现状
,

与改进的可能性
。

土壤普查要注意专业队伍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
。

调查访问的广度和深度可 以较大
,

但化验

测定工作
,

特别是需要消耗化学药品的项目
,

宜少不

宜多
,

并且必须有指导有检查的进行
,

所得数据必须

可靠而有用
。

选点采样要慎重
,

以节省时间
、

人力和减

少搬运负担
。

土壤调查技术的现代化不能与行之有效

的原有技术脱节
,

要在实践中稳步快速前进
。

土壤普

查中填绘土壤图应尽可能应 用航测底图以提高野外工

作的速度和精确度
。

复制的土壤图亦应直接转绘在航

测底图上
。

这样
,

可保留地貌和植被的自然状况
,

增

进土壤图的效用
。

(三 )农田基本建设必须做好规划和设计

农 田基本建设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改造和增加几

块基本农 田的事
。

根据山东省济宁
、

泰安和江苏省苏

州的经验应就一个山系
、

一个流域
、

一个公社或一个片

的土地
,

按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潜力等级统一考虑
,

全

面规划
。

在施工之前还必须根据农田基本 建 设 的 规

划
,

提出具体的设计和工程规格
,

才能达到搞好农 田

基本建设的目的
。

现在有些地方对此重视不够
。

例如

长江下游下蜀黄土岗地
,

坡面不长
,

坡度很陡
,

为了响

应农 田基本建设 的号召
,

原来长草长树的这些坡地也

开成层层梯 田
。

但是有的梯田 田面过狭
,

耕作不便
,

更

不能机耕 , 上下坡没有排水系统
,

只有光滑的土路
。

雨

季来临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条条沟痕
,

破坏了整个

山
,

坡梯田农作物产量极为有限
。

象这样的黄土岗地除

一部分较平缓的长坡
,

可改梯田种农作物外
,

其余陡

坡仍应保留种植果桑和其它经济林木
。

田块方正化有利于生产管理
,

特别是便利机械耕

作
。

这是农田基本建设中平整土地的一般要求
。

在平

原地区没有什么问题
,

但在丘陵坡地
,

地形倾斜弯曲
,

就不应生搬硬套
,

千篇一律
。

例如江西东北部进贤县

一带的红壤坡地
,

在建造梯 田时有的因将地块强行拉

直达到方正化的规格
,

致使梯 田 田块之间产生过大的

高低差
。

看起来横直成行
,

整齐美观
,

但是 田坎变高
,

机械上下行动困难
,

并且也打乱了 自然排水系统
,

引

起严重的土壤侵蚀
。

事实上
,

机械耕作可以根据地形
,

沿等高线方向行走
,

只要田块大小宽窄划分合宜
,

机

耕线路妥善考虑
,

反而能符合机械耕作争时间
,

省油

耗的要求
。

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作
,

规划和设计有

一定要求
,

农
、

林
、

水利
、

农机
、

土壤肥料等专业的协作

是非常必要的
。

(四 )整地造地要与改土和培肥相结合

农 田基本建设要想当年整地造地
,

当年丰产并能

持续高产
,

就要在整地
、

造地的同时做到改土与培肥
。

大寨大队就是这样做的
。

他们在整地造地时深 耕 七
、

八遍
,

上有机肥
,

加腐殖酸按
、

碳钱
,

再下人粪尿等
。

这样使得土层肥力均匀
,

加速 了生土熟化 ; 在作物生

长期间
,

看苗情补施化肥
,

当年整地造地当年获得丰

产
。

以后
,

经过多次平整
、

耕翻
、

耙捞
,

打碎土块
,

多施

秸秆肥
、

灰碴肥和人粪尿使土肥相融
,

生土地块的土质

就变为酥松肥沃
,

易耕易种
,

抗旱爽水
,

高产稳产的
“

海

绵土
” 。

西北
、

华北广大地 区
,

秸秆 还田与农村的燃料
、

饲

料是有矛盾的
。

山西昔阳县农村有煤炭可供燃料
,

这

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

其他地方必须另找办法如先

广种草木梅
、

紫穗槐及其它绿肥作物
,

作好施用大量有

机肥的准备
,

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整地造地
。

当然
,

在

干早地带
,

解决水源问题是建立高产稳产 田 的前提
。

一般平整土地要尽可能地做到不翻乱土层
,

把较

肥沃的表土保持在上层
。

在有机肥不足 的佰况下
,

新

整新造的地块可种植绿肥作物
,

但必须精心管理
,

保

证绿肥的高产量
。

南方水稻 田平整土地
,

有时翻乱土层或挖高填低

露出生土
,

影响水稻生长
。

有实例证明
,

如在 整地后

先放养绿萍有很多好处
。

一是绿萍生长快
、

产量 高
,

在

插秧前即可倒萍
,

增加土壤有机质肥料
。

二是绿萍在

生长过程中对土壤的肥疮反映灵敏
,

可用
“

捉黄垢
”

的

办法在绿萍生长差的小块范围内补施些 速 效性肥料
,

促使绿萍生长均匀
。

这样
,

放养绿萍可 以防止水稻生

长不匀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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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开展科学研究

,

解决防冲保土问题

农 田基本建设中存在许多科学技术问题
。

例如黄

土高原地 区的梯田
,

如何排水和如何防止梯 田边埂崩

塌还未得到圆满解决
。

即以大寨大队治理
“

狼窝掌沟
”

来说
,

石坝曾多次被山洪冲垮
。

石砌的直坝改为向田

块上方弯曲的弓形坝
,

确实增大了抵抗崩塌的力 量
。

但是
“

狼窝掌沟
”

的集水面积相当大
,

它是背后山洪的

过水道之一 , 沟
一

长而狭
,

暴雨时水量大而水势特别 凶

猛
。

这种情况下
,

要考虑防冲排洪的排水系统
。

为长

治久安计
,

要封山育林
,

从山沟沟头开始
,

逐段垒谷坊
,

沿山坡坡脚开挖深的石砌撇水沟
,

以隔断外来水
,

流过

“
沟坝地

” 。

有关这些措施
,

需要进行水文
、

水力
、

土

质
、

土壤抗蚀力和
“

沟坝地
”

排洪设计等试验研究
。

所

得试验结果不止在大寨有用
,

对整个晋东相似的地形

和水土条件下如何保护
“

沟坝地
”

也有实践意义
。

过去
,

陕廿 一带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已获得许多

有关黄土地 区保 土防冲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两方面的

成果
,

黄河水利委员会有过报道和书刊
。

他们在山西

省也调查总结过群众中坡地梯 田化的宝贵经验
。

这些

资料都有参考价位
。

(六 )农田基本建设要着眼于大地园林化
,

改造大

自然的目标

森林能提供用材
、

薪炭材
、

千果
、

油料等产品
,

更

重要的是有保护土地
、

增加降水
、

控制洪峰
、

涵养水源
、

调节气候
、

美化风景
、

增进人 民健康的多种效益
。

世界

先进国家无不保留一定比例的森林面积
,

即在面积小

而地形平坦的国家也如此
, 日本的森林复 被 率 达 到

6 6 %
,

法
、

德人造林复被率达到20 %
,

而丹麦也到20 %
。

我国 1 9 4 9年森林复被率是 8
.

9 %
,

现在增加到 13 %
。

如

不早日进一步解决造林
、

护林问题
,

就不能抗御早
、

捞
、

冰忍
、

风沙等自然灾害
,

农业生产也是没有保障的
。

数十年前日本学者就以我国沂鲁山区森林破坏引

起水早天灾和农业衰落的恶果告诫自本人 民
。

19 世纪

二十年代后期
,

中外学者就在山西
、

陕西残存的林地
,

研究过森林对气候和保持水土的影响
,

并提出
“

中国北

部森林之摧残与气候变为沙漠状况之关系
”

的论文报
月 、

f j o

参观大寨
、

背阳的同志反映
,

昔阳县东部较西部为

干早
,

大概是因为西部山地多森林而东部光山秃岭较

多
。

可做 些气象记 录与对比研究以观其究竞
。

毛主席指

出
“

绿化祖国
”

和
“

大地园林化
”

是我国利用土壤资源
,

发展农牧林业的目标
。

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社队中不乏

绿化成绩优异的范例
,

皖北涡阳县 (孙楼大队 )结合大

搞农 田基本建设
,

掀起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
,

使全县

林业迅速超过《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的指标
。

现在

不仅林木生成密茂
,

地方小气候也向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方面 发生 一定的变化
。

最后
,

必须提到
,

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

作
,

需要有一个长期的
,

固定的和有力的领导机构
。

在

中央统一领导下
,

各省
、

市
、

自治区要有相应的集中领

导
,

负责推动
、

检查和总结农 田基本建设事宜
。

同时

应建立中央级和省
、

地
、

县各级的事业机构
,

专职进行

土地资源和土壤调查
,

并指导有关农田基本建设的规

划与设计
。

以事业机构为中心
,

可临时组织部分学校

师生和有关科研单位的部分力量
,

协同开展工作
。

农田基本建设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的大事
,

特

别是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
。

搞好农 田基本

建设必须落实党的各项农村政策
。

农 田基本建设的规

划 必须发扬生产 民主
,

在群众中充分酝酿讨论
,

做到

人人知晓
,

大家心中有数
,

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
,

违反

自然和社会经济规律
,

生搬硬套外地经验
,

造成瞎指挥

的严重恶果
。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
,

上壤科学工作者

前途光 明
,

责任重大
,

应 在农 田基木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起尖兵作用
,

为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
。

应用航片革新土壤普查制图方法

戴 昌达 刘兴文 卜兆宏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
。

扩大耕地面积
,

进

行农田基本建设
,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

都要求因地制

宜
,

看土种植
,

看 土施肥
,

看土耕作管理
,

看土采取改

良措施
。

毛主席在总结农业生产规律时
,

深刻地指出
:

农业
“

八字宪法
”

应该按土
、

肥
、

水
、

种
、

密
、

保
、

工
、

管的

序列
。

中心是土
。

有土斯有粮
。

为此
,

我们认为很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