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怎样把盐碱滩改造过来的

江 苏省射阳县新坍公社新潮九队

我们新潮九队地处黄海之滨
,

东边离海只六
、

七十里
。

全队共有52 户
, 2 62 人

, 1 08 个整

半劳动力
。

在 3 82 亩耕地中
,

棉田占26 0亩
,

旱粮田 1 10 亩
,

果树蔬菜12 亩
,

是一个粮棉夹种

区
。

这里在历史上是一片盐碱滩的穷地方
,

而今 改造成粮棉双丰收的好地区
。

解放前
,

这

里除一家一户零星开垦种植的小块土地外
,

大部分是盐荒地或盐场子
,

贫下中农在地主
、

富农和盐商的残酷剥削下
,

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

解放后
,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

进行了土地改革
,

并开始了盐碱土改良
。

但初期 由于

受小农经济的限制
,

在盐土改良方面
,

只是采用了春天翻点碱
,

夏天蓄点水
,

秋天盖点草
,

冬天扛点 田的方法
,

改良的速度很慢
。

在合作化前
,

全队重盐土 (含盐量千分之四 以上 ) 占

6 0%
,

轻盐土 (含盐量千分之二左右 )占20 %
,

盐斑地占2 0%
。

重盐土上不能立苗
,

轻盐土

和盐斑地虽能立苗
,

但产量很低
,

棉花亩产不过十来斤
,

粮食亩产不过百把斤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1 9 5 6年以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

1 9 6 4年
“

农

业学大案
”

以来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我们以大寨为榜样
,

发扬 了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坚持在盐碱滩上闹革命
。

经过六年奋战
,

终于把 1 83 块坑坑洼洼的

盐碱地改造成为 22 块沟河纵横
,

两年五熟
,

宜粮宜棉的高产农 田
。

到 19 7 3年
,

粮棉产量连

续 8 年双超 《纲要》
,

连续四年亩产一吨粮
。

1 9 7 3年粮食平均亩产 2 0 1 0斤
,

棉花平均亩产

1 81 斤
。

新潮九队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

集体经济不断巩固
,

社员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

想想过去旧社会的情景
,

看看现在的变化
,

我们贫下中农无不感到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

人
,

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

我们是怎样把盐碱滩改造过来的呢 ? 主要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
,

认真贯彻

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农业
. `

八字宪法
” ,

因地制宜地实行水利
、

农业措施综合治理
,

坚持养

用结合的原则
。

兴 修 水 利 淋 盐 爽 碱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我们在改良盐碱土的实践中
,

逐步认识了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

去
”

的规律
,

体会到
, “

治碱
” 书

必须先治水
,

治水必须搞配套
,

水有出路
,

盐才有去路
。

首先
,

发动群众理通生产队内部的死沟死塘
。

经过三年时间
,

理通了 90 多条绝头沟和

2 0多个死水塘
,

使死沟死塘变成了活沟活塘
。

这样
,

对于一些高田的淋盐爽碱很快产生了

效果
。

但由于沟塘深浅不一
,

浅的地方咸水流走了
,

深的地方倒成了
“

咸水库
” ,

因而对一

些低田里的盐分
,

大雨压下去
,

小雨吊上来
,

天旱又返盐
。

我们接受了这一教训
,

又把所有

的沟塘拓宽撩深
,

特别是拓宽加深了三条大沟
,

一条中沟
,

七条小沟
,

还把过去的运盐通道

* 当地群众把 治理盐碱土统称 为
“

治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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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滩
` ,

地面垫高了五寸左右
,

使内地沟港全部通向大河
,

保证了深沟深塘里的咸水都能排

得出
。

通过几年的考验
,

又发现大沟的配置不合理
;

远的相隔 6 00 多米
,

近的相隔 1 80 米
,

而

且中
、

小沟少而不配套
,

因此
,

靠近大沟的地方受涝少
,

爽
“

碱
”

快
,

效果好 ; 而距离大沟较远

的地方
,

特别是低田
,

遇大雨还成涝
,

盐分爽不掉
,

效果不够好
。

大寨的经验告诉我们
,

农田

基本建设
,

搞修修补补只能治标
;
统一规划彻底整治才能治本

。

于是
,

我们采取了大
、

中
、

小沟配套的治水办法
,

坚持
“

农闲大搞
,

农忙小搞
,

阴雨天突击搞
”

的常年治水原则
,

从
“

长

滩
”

到里庄
,

在全队重新开挖了统一规格的三条大沟 (宽 14 米
,

深 2
.

5米
,

中间相隔 50 0米 )
,

十条中沟 (宽 12 米
,

深 1
.

5米
,

中间相隔 1 00 米少,

十七条小沟 (宽3
.

5米
,

深 1
.

1米
,

与中沟相隔

5 0米 )
,

全长达 2 2 0 0 0多米
。

在搞大
、

中
、

小沟配套的同时
,

还结合搞了平田整地
,

铲平 了36

个高墩子
,

填平 了 90 多条绝头沟和 20 多个死水塘
。

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

条田化
,

达到了

遇涝排得出
,

遇早有水灌
,

平时降得下的要求
,

对淋盐爽碱
,

改良土壤起了很大作用
。

培 肥 土 壤 加 速 改 良

实践告诉我们
:
改良盐碱地

,

光靠兴修水利
,

淋盐爽碱还不行
,

只有实行水利
、

农业综

合治理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
,

才能加 速盐碱土的改良和提高土壤肥力
。

我们主

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的
:

1
.

铺生换土 对于重盐土主要是抽沟换土
,

先把播种行子上的表层土挖去五寸厚
,

再用锹松动一下板土层
,

将其它地方的熟土铺上去
;
对于轻盐土结合小型水利和长年莆

淤
,

将河
、

沟
、

塘里的肥泥
、

河淤铺到表土上
;
对于盐斑地则进行重点换土

。

这样做
,

不仅有

了较为肥沃的表层土
,

而且起了切断盐路
,

防止返盐
,

加速淋盐的作用
。

2
.

秸草还田 为了进一步提高改土肥 田的效果
,

春天将玉米秸顺犁沟窖在田里面
,

每亩 20 担左右
;夏天

,

又将收的麦秸盖在 田面上
,

每亩五担以上
。

重盐土采取又盖又窖
,

轻

盐土一般只盖不窖
。

先后八年还 田秸草 7 0 0 0多担
,

搞了 3 00 多亩
。

这样做
,

不但增加了土

壤有机质
,

改良了土壤结构
,

促进土壤熟化
,

而且还增加土壤覆盖
,

减少蒸发
,

抑制了返

盐
。

用青草窖田也是增加土壤有机质
,

抑制返盐
,

加速淋碱 的好办法
。

我们连续窖了两

年
,

已搞 36 亩
,

每亩顺犁沟窖青草 20 一25 担
。

根据测定
,

含盐量为千分之五左右的重盐土
,

连续窖两年青草
,

在其它措施的配合下
,

盐分就下降到千分之二以下
;
刚能立苗的盐碱土

,

窖了青草
,

当年每亩就可收皮棉六
、

七十斤
。

3
.

大种绿肥 除了采用上述措施外
,

每年还在轻盐土的棉田中套种冬绿肥苔 子 或

蚕
、

豌豆
。

对一些连绿肥 也不能立苗的死碱地
,

我们用带泥的玉米根倒埋在土中作穴塘
,

点播绿肥
,

这样就能立苗 了
。

前几年
,

我队每年间
、

套种绿肥 3 00 多亩
,

占耕地面积的 80 %

左右
,

有效地加速了土壤改良
。

4
。

养猪积肥 随着绿肥的发展
,

有机肥大量增加
,

但肥料仍感不足
。

为了解决这个矛

盾
,

狠抓了发展生猪
。

首先大抓集体养猪
, 1 9 6 4年集体养猪 20 多头

,

1 9 6 5年闯过了百头关
,

1 9 6 6年以后
,

每年都在 2 00 头左右
。

在狠抓集体养猪的同时
,

还大力发动社员家庭养猪
。

现

在社员家庭养猪已达到 10 0头以上
,

每户平均两头
。

这样
,

生产队每年生猪圈存量保持在

3 0 0头左右
,

平均每人一头以上
.

实现了
“

一亩一头猪
”

的要求
。

近 儿年来
.

舔年都能积猪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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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三万多担
,

再加上人粪尿
,

每亩耕地可施人畜粪肥 80 担以上
。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
多用

绿肥和猪厩肥
,

大搞 自然肥料
,

如高温堆肥
,

草塘泥和
“

五四O 六
”

菌肥等
,

对于改良盐碱

地
,

促进土壤熟化
,

效果十分显著
。

随着绿肥和猪厩肥 的增多
,

化肥使用量逐年减少
。

养 用 结 合 巩 固 提 高

在实行水利
、

农业综合措施改良盐碱地的过程中
,

还要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
,

才能

不断地巩固和提高改良效果
。

以前
,

有一段时期
,

我们仍采用了小农经济时期的耕作方

法
,

上等田常年种粮食 ;中等田夏熟种三麦
,

秋熟种棉花
;
盐碱地一年只种一熟棉花

。

这

样
,

由于养地少
,

用地多
,

结果好田越种越丑
,

丑田继续返盐
。

后来
,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
,

坚持了以用为主
、

养用结合
,

以养保用
、

以用促养的原则
,

将重茬连作逐步改为早粮
、

棉花

和绿肥间
、

套
、

轮作
,

即上等田一年两熟 (一粮一棉间种一次绿肥 )
,

中等田两年三熟 (两熟

粮一熟棉
,

轮种一次绿肥 )
,

下 等田棉花
、

绿肥一年轮种一次
。

1 9 6 9年以后随着土壤盐分减

轻和肥力提高
,

为了增加复种指数
,

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

我们又将一年两熟
,

改为两年五熟

粮棉绿肥的轮作制
。

除了继续加强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
,

提高施肥水平
,

防止拖烂操作
,

注

意水土保持外
,

还采取麦子与若子
、

蚕豆等间作
,

用若子
、

蚕豆做绿肥
,

不断补充土壤中的

养分
。

粮田和棉田实行两年五熟轮作制
,

每年都换茬
,

三年一个周期
。

间
、

套
、

轮作的顺序

是
:

头一年秋
,

麦子与着子 (或蚕豆 )绿肥间作 ;第二年春
,

绿肥春翻套种春玉米 ; 麦收后
,

在春玉米行间套栽夏山芋或黄豆等作物
,

春玉米收割后
,

接着将若子点种在春玉米根旁
;

黄豆
、

山芋收获后种麦子
;
第三年春

,

绿肥深翻种棉花
,

跟麦子套种
。

由于实行了较合理的

轮作套种制度
,

不仅使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
,

而且使土壤越种越肥
,

熟土层越种越厚
。

根

据考察
,

原来盐碱最重的
“

长滩
” ,

现在盐分已下降到千分之一左右
,

土壤有机质普遍增加

到千分之 12 到 1 5 ,

熟土层在五寸左右
,

好田熟土层达到 6一 8寸
,

土壤有机质达到千分之 17

以上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

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 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

今后
,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
,

不断提高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

坚持
“

实践第一
”

的观点
,

进一步摸索改良盐碱土的规律
,

巩固和提高改良盐碱土的成果
,

争取更大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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