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侯 光 炯 同 志 学 习

— 参加全国农业土壤学习讨论会的一点体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赴川学习小组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 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
,

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精

神鼓舞下
,

为了使土壤科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服务

,

为贫

下中农服务
,

根据农林部的指示
,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 日至三十一 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

国农业土壤学习讨论会
。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
、

市
、

自治区农业科研单位和部分农业院校从

事土族研究工作的同志二百四十余人
。

特邀了河南省长葛县孟排大队
、

湖南省慈利县长

裕铺大队等先进单位的贫下中农代表
。

西藏翻身农奴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土壤科学工作

者的集会
。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
,

畅谈了当前全国安定
、

团结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
,

参观了大邑县
“

阶级教育展览
”

和德阳县红光大队
、

广汉

县北外公社
、

成都市山泉公社等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

代表们还学习了土壤学家
、

共

产党员侯光炯同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在土壤科学研究上 闯新路的精神
。

同

时也交流了各地开展土壤研究的经验
,

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

我们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

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

认真

学 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

对于土壤研究工作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
,

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服务
,

发展我国农业土壤科学
,

必

将发挥积极作用
。

在这里谈谈我们粗浅的体会
。

一
、

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

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在

科研领域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
,

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

是土壤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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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

在他的建议下
,

西南农学院组织土化
、

农学
、

农机
、

植保等七个系的

部分教师积极参加这项科学研究
,

中共内江地委
、

内江地区和简阳县的气象部 门也积极派

人参加这项科研活动
。

现在
,

各个学科正在密切配合
,

共同探讨
,

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所需

的诊断技术
、

仪器和方法的研究
,

并且已经初步制成了测土壤水热动态的仪器
。

“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 。

在农村开展科学研 究 的 过 程中
,

侯光炯牢记

毛主席的教导
,

严格要求自己
,

努力改造思想
,

同贫下 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无论是挖

地打土
,

还是开厢下种
,

踩水栽秧
,

样样农活他都争着干
。

可是
,

在他参加劳动的时候
,

社

员们夺他的锄
,

拿走他的筐
,

说
: “

你年纪大了
,

摔坏了身子怎么办 ?! 在旁边给我们指点指

点就行啦
。 ”

侯光炯总是诚恳地说
: “

我才开始为人 民服务
,

不能休息
。

你们总是嫌我老 了
,

瞧不起我是吗 ?
”

说完
,

大家都开怀地笑了
。

侯光炯和群众在一起
,

对贫下中农的病痛很关心
。

一个漆黑的夜晚
,

侯光炯得知社员

李西云的孩子得了急病
,

发烧昏迷
,

便立刻请人摸黑把自备的药品送去
,

使孩子转危为安
。

又一次
,

社员郑永德生了重病
,

侯光炯多次去他床前探望
,

亲自送药给他吃
,

使他很快恢复



的首要任务
。

会议指出
.
搞土壤研究

,

不单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

不单是氮
、

磷
、

钾的关系
。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

由于阶级的存在
,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

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

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
,

必然干扰土城科学研究的方向
。

土城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无

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
,

懂得为什么要对

资产阶级专政
,

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
,

懂得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才能自觉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
。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
土

壤科学工作者的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
,

科研工作展现出新面貌
。

但应该看

到
,

土壤科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还是长期的
、

复杂的
,

科研为什么人
、

走什么路

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

资产阶级的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如知识私有
、

技术垄

断
;
等级观念

、

行会偏见等等 )还 比较严重
,

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相当深
。

在

科研工作中
,

是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还是企图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
,

是为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服务还是为个人或小摊子的名利奋斗
,

是依靠群众
、

与工农相结合还是靠少数人关起

门来搞
,

是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践还是脱离农业生产实践
,

是敢于创新
、

努力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还是因循守旧爬行主义
,

是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
,

还是祟洋迷外
、

跟着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等等
。

在这些问题上都反映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

我

们必须努力和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

批判修正主义
,

批判资

产阶级
,

批判孔孟之道和各种反动思潮
,

在科研这块阵地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
,

同时刻

苦改造世界观
,

才能保证土壤科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

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坚持科

学研究
“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工农兵服务
,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方向
,

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

二
、

劳动人 民是科学的创造者
,

贫下中农的生产实践是土壤科学的源泉
。

我国是古

老的农业国家
。

千百年来亿万农民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

特

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
,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

在农业学大

寨的洪流中
,

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农业八字宪法
,

改天换地
,

科学种田
,

建成了亿

万亩高产
、

稳产农田
,

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改土培肥经验
,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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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健康
。

杜员群众都感动地说
: “

侯教授关心我们贫下中农
,

胜于关心他自己
。 ”

去年
“

五一
”

节前夕
,

中共重庆市委和西南农学院党委研究了侯光炯同志的工作
,

认为

他长年在农村蹲点
,

工作负担太重
,

对他的健康不利
,

想说服他回校搞科研
,

点上的工作由

另外的同志继续搞下去 , 可是
,

又考虑到
,

如果直说
,

他不会回来
。

怎么办呢 ? 最后决定
,

通知他有别的事情
,

要他立即回来
。

侯光炯赶回农学院
,

了解了领导的心意后
,

第二天便

直奔火车站
。

同行的同志劝他说
: “

侯老师
,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

连自己的家门都没进
,

就要走了 ?
”

侯光炯说
: “

现在正是准备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
,

我怎能丢下点上的工作
,

在家

休息呢 !
”

他乘上火车
,

很快就返回战斗的岗位
。

这天黄昏
,

当侯光炯走在联合大队崎岖的丘顶上
,

顿时
,

从 山坡
、

田间
、

院坝里
,

到处响

起热情的招呼声
: “

侯教授
,

回来啦 !
”

“

侯教授
,

怎么回得这么快 ?
”

傍晚
,

侯光炯坐在茅屋里
,

激动地挥笔向党组织写了一封

长信
,

感谢党对他的深切关怀
: “

党和人 民越是关心我
,

我越要下决心蹲在农村
。

我一定不

辜负毛主席的教导
,

把晚年献给党和人民
。 ”

(原载 1 97 4年 11 月 25日《人民 日报 》 )



年丰收
。

广大群众征服 自然的智慧结晶和科学实验的丰硕成果
,

是发展农业土壤科学取

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源泉
。

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

上智下愚
”

的唯心史观
,

树立
“

群众是

宾正的英雄
”

的观点
,

深入农村
,

真心实意地拜贫下中农为师
,

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
,

分析研究
,

总结提高
,

使之条理化
、

系统化
,

再回到群众中去实践
、

充实和发展
。

这样

做既有利于土壤科学的普及和提高
,

有利于群众科学实验运动的开展
,

也能更好地在群

众运动中发挥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的作用
,

并促进土壤研究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
。

这是

发展现代土壤科学的正确途径
,

也是土壤工作者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

侯光炯同志坚

持在农村蹲点
,
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

,

认真总结群众经验
,

和贫下 中农一起
,

开展科学

实验
,

普及科学知识
,

推广成功经验
,

为改土培肥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促进农业大干

快上作出显著成绩
,

同时也丰富了土壤科学理论
。

侯光炯同志坚持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

道路
,

不断的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和土壤研究工作革命化的精神
,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三
、

农业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的高产
、

稳产服务
,

必须围绕夺高产开展土壤学

的综合研究
。

侯光炯同志从多年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
:

土壤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贫下中农服务
,
就一定要搞高产

、

夺丰收
。

他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从天地人物

的紧密联萦 出发
,

把土壤与农业八字宪法联系起来
,

把土壤与作物生理和气候联系起来
,

把土壤与作物高产栽培联系起来
,

把土壤与农
、

林
、

牧联系起来
,

开展土壤学的综合研

究
。

他在简阳县镇金公社土质条件最差的生产队蹲点
,

始终把夺取农业丰收
,

当年改土
、

当年高产作为目标开展科研活动
。

他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

随时从生产实践中

发现问题
,

提出科研新课题
,

通过各种科学种田的实验来寻找答案
。

他以土壤的改良和

培育为中心
,

还积极开展栽培
、

育种
、

造林
、

沼气
、

改革耕作制度等工作
。

实行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
,

实行试验
、

示范
、

推广三结合
,

促进了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蓬勃

开展
,

对当地农业生产大干快上起了推动作用
。

我们认为侯光炯同志研究土壤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

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
。

土壤研

究是从生产出发
、

为生产服务
,

还是单纯搞数据
、

抓资料
、

写报告
,

搞
“

学院式
”

的研

究 , 是在夺高产的综合研究中发挥专业作用
、

发展学科
,

还是孤立地
、

片面地搞专业
,

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

过去那种土壤与农业科学中其它学科分家
,

土壤

与肥料分家
,

肥料中有机肥与无机肥分家
,

无机肥中氮
、

磷
、

钾又分家的这种状况
,

直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
。

它严重地阻碍着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
,

也严重地阻碍着土

壤科学的发展
。

因此
,

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教训
,

为 农业高产进行综合研究
,

在综合研究

中充分发挥专业的作用
。

四
、

土壤科学工作者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

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
。

我们多数人是从旧

社会过来和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

由于阶级烙印
,

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熏染
,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和锻炼
,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
,

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

过程中
,

世界观得到了一定的改造
。

但是同党和人 民对我们的期望比较
,

同无产阶级必

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种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要求比较
,

同
“

滋立一支

广大的
、

为杜会主义服务的
、

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

的目标比较
,

还差

得很远
。

毛主席最近指出的
“

无产阶级中
,

机关工作人员中
,

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

风的
。 ”

这种情况
,

在科研领域同样存在
。

因此
,

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
,

必须继续改造资



产阶级世界观
,

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我们应当向侯光炯同志学习
,

学习他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

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

自

觉地改造世界观
,

和贫下中农紧密结合
,

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 学习他朝气蓬勃
,

意

气风发
,

保持着饱满的政洽热情
,

充沛的革命干劲
,

为多快好省发展农业生产而艰苦奋

斗 , 学习他敢于创抓 勇于实践
,

决心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为发展我国农业土坡

科学贡献 自己的毕生精力
。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为发展科学事业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和无限

广阔的前途
。

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

认清当前大好形势
,

紧跟时代的

步伐
,

加强革命团结
,

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我国工业
、

农业
、

国防
、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

伟 目标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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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并能提高土地利用率
。

珑的宽狭要一致
,

垅高视地势
、

土质而定
,

一般以 45 厘米左右为

宜
。

玉米间山芋的作垅规格
,

按74 年式样还是适宜的
。

玉米
、

山芋都是吸肥较多的作物
,

由于种植密度大
,

产量要求高
,

所以施肥量要相应增

加
。

为了防止山芋疯长
,

玉米上的氮肥用量要适当
,

不能有过多的留剩土内
。

一般在扶垅

前可大量施用含磷
、

钾养分较多的土杂肥作基肥
,

如能混合大量麦糠
,

更有利于疏松土壤
,

帮助结薯
。

在玉米挖穴移栽时
,

应将迟
、

速效肥料配合施于穴内
,

可用水粪或土粪干加少量

氮素化肥
,

促使玉米活棵后快速生长
,

至果穗分化时 (约在抽穗前一星期
,

抽长叶时 )追一

次水粪即可
。

玉米育苗的时间
,

要根据移栽时间和不同品种而定
,

育苗过早
,

苗龄延长
,

栽后不发

棵
,

秸秆细
,

穗子小
,

影响玉米产量
。

育苗过迟
,

会使玉米延迟成熟
,

影响结山芋
,

失却育苗

移栽的优越性
。

据观察
, “

华傲
”

德位较低
,

宜在出苗后 20 天左右六叶期移栽 ; “

烟三六号
”

穗位更低
,

宜在出苗后 20 天 以内五叶期移栽 , “

新三一号
” 、 “

双跃三号
” 、 “

华威
” 、 “

反帝

一 O 五
”

穗位较高
,

可在出苗后 23 天左右七叶期移栽
。

栽时浇足水
,

趁有水时埋土
,

不能按

实
,

以免土壤结块
。

为了避免山芋大量夺取供应玉米的氮素而造成疯长
,

可较玉米晚栽 10 余天
,

保证玉米

吸肥最多时期 (拔节至抽穗 )不受山芋影响
。

山芋秧的栽插位置
,

要靠近珑边
,

保持与玉米

有一定距离
,

生长点要引向垅沟方向伸展
,

可多接受阳光
。

三
、

结 语

起垅间作有利于抗早
、

防渍
,

可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
,

适用于水渍湿害地和肥料充裕

的丰产田
,

也可与养猪结合
,

作为饲料基地的耕作法
,

以山芋芡
、

山芋
、

玉米桔秆
、

轴芯等作

饲料
。

如在一般水稻地区
,

肥料不很充裕
,

又要进行水早轮种
,

以改善土性
,

也可将玉米与

耐湿绿肥 (田著 )间作
,

于垅上种玉米
,

垅沟里种田著
。

起垅间作的主要缺点是对各项作业的时间
、

质量要求较平作
、

单作严格
,

劳力比较紧

张
。

但这些可以通过实践
,

逐步掌握经验和发展机械操作加以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