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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级 斗 争 为 纲

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搞好土壤普查

江苏省江都县革命 委员荟

1 9 7 5年 1 2月 以来
,

在农业学大寨
、

一年建成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中
,

我们在党委的

统一领导下紧密围绕农业生产
,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土壤普查工作
。

经过五个月的努力
,

全县有近四十个公社
、

五百六十个大队
、

七十多万亩土地基本完成野外调查
、

土壤化验
、

室

内绘图和资料整理工作
,

初步摸清了全县各种土壤肥力的底细
,

总结了群众改山治水
、

建

设高产稳产农 田的经验
。

在普查基础上
,

搞了三万多亩
“

双纲 田
” 、 “

吨粮田
”

的试验
,

不少

生产队建立了田头档案
,

许多公社办了简易的土壤肥料化验室
,

为科学种田
、

合理用肥
、

改良土壤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一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提高大搞土壤肥力普查的自觉性

近儿年来
,

随着农业学大寨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
,

我县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

展
,

产量逐年有所提高
。

1 9 7 3年粮食超过了
“

纲要
” , 1 9 7 5年

,

粮食亩产 9 22 斤
,

比文化大

革命前的 1 9 6 5年增长 3 7% ; 粮食总产从 1 9 6 5年的 5 5 5 0 0万斤
,

上升到 1 9 7 5年的 7 5 7 2 6万斤
,

对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近 1 7 0 0 0万斤
。

农田基本建设改土治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

但
一

上升的

幅度还不大
。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贯彻后
,

我们感到
,

我县农业上得不快的根木原

因主要是
,

学大寨学根本抓得不够有力
,

科学种田水平不高
,

改土治水的决心不大
。

要发

展农业生产
,

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充分发动群众
,

全面贯彻农业
“

八

字宪法
” 。 “

土
”

是
“

八字宪法
”

的第一个字
,

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

要改造土壤
,

首先要开展

土坡普查
,

摸清土壤底细
。

对于开展土壤普查
,

开始时我们存在
“

怕
、

难
、

等
”

的思想
。

所

谓
“

怕
” ,

就是怕影响生产
,

怕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 , 所谓
“

难
’ ` ,

就是担心面广量大
,

任务

繁重难 以开展
,

技术性强
,

基础差
,

难以搞好 , 所谓
“

等
” ,

就是等上面具体部署
,

等人家

先进经验
。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
,

这些思想都是因循守旧
、

懦夫懒汉世界观的反映
,

是对

毛主席三大革命的指示领会不深 的表现
,

是开展土壤普查的严重障碍
。

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

我们作了认真研究
,

狠抓思想发动
,

大讲土壤普查的重要性
。

联系我县的实际情况
,

着重大讲了三点
。

1
,

土滚普查是落实 毛主席 三大 革 命 运 动 指 示 和 贯彻农业
“

八 字 宪 法
”

的 摇

要 毛主席早就指出
: “

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

是建设杜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

项伟大革命运动
” 。

毛主席还亲自为农业生产制定了农业
“

八字宪法
” ,

这就指明了发展社

会主义大农业的方向道路
。

因此
,

开展土壤普查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业务问题
,

而是贯彻



落实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重要内容
,

一

它与
“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

紧密联系的
,

是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
。

2
.

土坡普查是我县一年建成大案县的摇要 实现大寨县的六条 标准 中的第四条明

确规定
: “

在农田基本建设
、

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
,

进展快
,

收效大
” 。

因此
,

建设

大寨县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

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

实

行河
、

沟
、

渠
、

堤
、

田
、

路
、

林综合治理
。

我们江都县是一年建成大寨县单位
,

必须全面实现六

条标准的要求
。

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搞清楚
,

进行土壤普查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建设高产

稳产农田
,

是一年建成大寨县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一项战略性的措施
,

开展土壤普

查不仅不会影响和干扰学大寨运动
,

而且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

有利于建成大寨县标准任务

的完成
。

3
.

土城普查是认识自然
、

改造自然的摇要 我们江都有五个自然区
,

三种耕作制度
,

几十种土壤
,

全县有重砂姜土三十万亩
,

集中分布在凡川
、

宜陵片和小纪
、

邵伯片的部分

社队
。

这种土壤耕层浅
、

结构差
,

水肥流失大
,

产量不高不稳
,

拖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后腿
。

有的地方
,

由于不知道土壤的底细
,

盲目耕种
,

盲目施肥
,

木缺氮的大量施氮
,

引起倒伏
,

不仅花了工本
,

而且降低了产量
。

产生这些问题
,

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路线不端正
,

缺乏

改土治水的雄心壮志
,

对低产土壤的形成
、

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缺乏认识
,

存在着一定

的盲目性
。

要改变面貌
,

改造自然
,

就要认识自然
,

普查就是认识 自然的方法和手段
,

是

建成
“

双纲田
” 、 “

吨粮田
” 、

熟熟增产
、

年年增产的大寨田的重要措施
。

因此
,

土壤普查不是

可搞可不搞
,

而是非搞不可
,

不是要慢慢来
,

而是要抓紧搞
。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
,

层层进行思想发动
,

土壤普查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了
。

二
、

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
,

大搞群众运动

开展土壤普查是坚持自力更生
、

土法上马
,

还是贪大求洋
、

依赖外援
,

是发动群众干
,

还是少数人干
,

都是一个路线问题
。

在工作过程中
,

我们不断地进行了路线教育
,

批判修

正主义
,

批判资本主义
,

批判
“

洋奴哲学
” , “

上智下愚
” ,

自始自终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
,

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

大打人 民战争
,

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普查任务
。

1
。

明确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 我们开展土壤普查 的指导 思想 是
:
认真学习毛主席

一系列重要指示
,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自力更生方针
,

依靠贫下 中农
,

走群众路

线
,

发扬大寨精补
,

为当前当地农业生产服务
,

为一年建成大寨县服务
,

为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服务
。

土城普查的任务是
: ( l) 摸清全县土壤种类

、

分布情况
、

土壤性状及其变化 规 律
;

(幻 测定各种土壤养分含量和开展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为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 ( 3) 总结群

众中改土治水
、

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经验
,

提出改 良土壤
、

用地养地建设
` 、

双纲田
” 、 “

吨粮田
”

的有效措施
多 ( 4) 以生产队为单位

,

建立田头档案
; ( 5) 培训社队土壤普查技术骨干

,

为

四级农科 网充实技术力量
; ( 6) 汇总土壤普查的资料

,

为县
、

社
、

队 (大队 )制定改土治水
、

科学用肥
、

建设
“

双纲田
” 、 “

吨粮田
”

的作战方案
。

2
。

明确方法和步异
·

开展土壤普查分三步进行
。

( 1) 搞试点
,

做准备
。

我们从 1 9 7 5

年 3 月初开始
,

化了一个月时间
,

分别在四个公社
、

四个大队进行试点
,

摸索路子
,

总结经

验
。

以后又把四个点上的经验拿到十二个大队去实践
,

进一步充实了点上的做法
,

为培训



骨干和全面推开提供第一手资料
。

骨干培训
,

我们是分二级搞的
。

首先办县培训班培训公

社一级骨干
,

在这个训练班上
,

着重学习四个内容
:
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建

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意义
; 土壤普查的意义和 目的

;
掌握土壤养分速测方法

;
统一记载

项目
、

标准和整理资料的要求
。

县训练班结束后
,

由各公社分别培训大队
、

生产队农技员
、

土肥员
、

中学学生及其它技术干部
。

训练方法采用现场练兵
,

参加实践
,

边学边做
。

同时要

求为全面开展土壤普查做好物质准备
。

( 2) 全面行动
。

以大队为作战单位
,

生产队建立

干部
、

老农
、

土肥员参加的三结合调查组
,

对全 队土壤进行逐块调查
,

田间取样
,

每块田取

一个样
,

以大 队集中化验分析
,

整理资料
,

填表绘图
,

做好总结
。

( 3) 把整理 的资料
、

图表

和规划公布于众
,

发动群众讨论
、

修改
,

使改土计划变为群众努力实现的奋斗目标
。

3
.

组织力量
,

分工协作 在土壤普查全面行动前
,

由县革委会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

议
,

组成由计委
、

农业局
、

农科所
、

计量所
、

商业
、

文教
、

卫生等部门参加的土壤普查领导班

子
,

分片包干负责
,

明确分工
。

计委负责召集
;
农业和科技部门负责具体业务

,

了解进度和

药品配制
;
商业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支农的一个项目

;
文教部门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参加这

项工作
;
卫生部门负责药品

、

仪器的调拨供应
。

各部门定期碰头
,

交流情况
,

通过协作
,

拧

成一股绳
,

使全县的土壤普查有条不紊地按计划顺利进行
。

公社大队也相应成立了普查

领导小组
,

抓思想发动
,

抓组织力量
,

抓业务培训
,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这项工作
。

4
。

自力更生
,

土法上马 土壤普查过程中
,

全县采集了十几万份土样
,

如按照过去

常规的方法测定土壤养分
,

要几年时间才能化验结束
。

如果每个大队买一只速测箱
,

全

县就要六百多个
,

每只以六十元计算
,

仅此一项就需三万六千多元
,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

我们的办法是
:

发动干部群众狠批
“

洋奴哲学
” ,

克服
“

等靠要
”

思想
,

自力更生
,

土法上马
。

没有天平用小戮秤代
; 没有铜筛子用罗面筛代

; 没有试剂瓶用盐水瓶
、

酒瓶
、

墨水瓶代 ; 没

有蒸馏水用无杂质 的井水代
; 没有滤纸

,

用双层皱纹纸代
; 没有磁板用碗底代

; 没有试

管架用纸匣 竹管代
,

没有木箱用纸盒代
。

除此之外
,

还 自己动手做了一些简易的仪器
,

没

有小戮秤 自己做
,

没有刻度试管自己刻
,

没有比色卡 自己画
,

没有试管架自己造
,

药水用完

了 自己配
,

用这些土方法解决了大问题
。

5
。

经费自筹
,

少花钱
,

多办事 除了开会
.

印发资料和少量的速测箱花了两千 多 元

外
,

其余经费都是社 队自筹的
。

全县化验了十五万个样品
,

药品约需要七千五百元
,

社 队

自购仪器二千元
,

两项合计一万元
,

平均每个公社二百二十元
,

每亩田约一分多钱
。

这部分

钱都是社队自己解决的
。

解决的办法有两种
:

一是在社队办工厂收入中开支
;
二是按田亩

由生产队负担
。

各行各业都支持土壤普查
.

在物质上给生产队有力的支援
。

大桥公社社办

企业本着大力支援农业的精神
,

土壤普查上缺什么
,

就支援什么
。

农具厂做速测箱
,

玻璃

制药厂生产土壤化验的玻璃仪器装备了速测箱
,

九二O 农药厂配制药水及时供应生产队
,

使这个公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全面完成了土壤普查任务
。

广大贫下中砍对土壤普查

也给予热情支持
。

群众反映说
: “

这样的土壤普查
,

我们学得上
,

办得起
,

推得开
。 ”

6
。

对症下药
,

括促当前 为了紧紧 围绕当前生产
,

促进当前生产
,

我们一开始就强调

土坡普查一定要对当前生产有所贡献
。

生产队和大队测定土壤养分后
,

一般都及时召开座

谈会或举办展览会
,

向群众公布每块土壤的底细
,

普及科学知识
,

发动群众讨论
,

找出增肥

改土的方法
,

有力地促进了当前生产
。

正谊公社爱民大队 60 9块田
,

块块化验后
,

发现全大

队大部分田块缺磷缺钾
。

大队党支部根据这些情况
,

制成图表
,

向群众展览
、

习卜解
,

发动群



众献计献策
,

立即掀起了大搞墙土灰
、

烟囱灰
、

草木灰
、

锅灰
、

千脚土等的积肥运动
,

多积含

磷
、

钾丰富的自然肥料十万多担
,

基本满足了全队一千多亩三麦
、

油菜
、

绿肥增产的需要
,

使三麦单产从 1 9 75 年的520 斤
,

增加到 6 90 斤
,

增产 32 %
。

小纪公社渔塘大队砖桥生产队
,

对缺磷
、

钾的田块增施磷钾肥料
,

小麦单产 9 12
.

5斤 ; 未施的只有 6 0 1
.

3斤
:

增产 5 1
.

8%
。

全县由于普遍运用了土壤普查结果
,

缺什么施什么
,

逐步做到经济合理用肥
,

促进了农业

增产
。

三
、

坚持继续革命
,

不断巩固发展群众性的土壤普查

运动在发展中
,

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

查是手段
,

用是目的
,

既要全面普查
,

更要巩

固发展提高
。

、 1
。

全县土壤普查基本结束后
,

我们又召开了一次土壤普查专业会议
,

总结了前期工

作情祝
,

找出了差距
,

订出了
“

双纲田
” 、 “

吨粮田
”

的规划
,

把运动深入一步
。

在全县根据不

同类型地区建立了 12 个施肥改土试点
,

其中有小纪公社
、

双沟公社凡套大队
、

正谊公社爱

民大队
、

东汇公社双丰大队等四个单位为大面积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试点
,

为治水改土摸路

子
,

摸经验
,

摸标准
,

摸办法
。

2、 继续开展群众性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结合当前生产
,

通过诊断
,

逐步做到合

理施肥
,

经济用肥
,

改善土壤营养状况
,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

促进各种作物正常生长
,

夺取

高产
。

3
。

发动群众
,

认真总结不同地区建设
“

双纲田
” 、 “

吨粮田
” ,

以及改造低产田的典型经

验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建设早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

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
、

对土壤养用结

合得好的作物布局和轮作制度
。

我们打算
,

在改土试点的基础上
,

秋播前和
,

冬春掀起一个

群众性的改土治水建立高产稳产农田活动
,

要求对三十多万亩砂姜土进行改良
。

耕层只

有二
、

三寸的
,

采取人工清姜
,

耕层四
、

五寸的加客土
、

增厚土层
。

对高沙土增施粘性河泥
、

草木灰和有机肥料
,

以改变土性
。

在两三年内把我县耕地全部建成高产稳产农田
。

4
.

建立健全土肥员和田头档案制度
。

每个生产队都要配备一名土肥员
,

其职责是查

土
、

识土
、

管土
,

掌握全队的土壤养分和作物营养状况的变化情况
,

确定施肥品种
、

数量
、

时

间
、

方法
,

检查积肥
、

造肥的质量
,

推广积
、

种
、

造
、

养肥料的先进技术
,

亲自参加建设
“

双纲

田
” 、 “

吨粮田
”

的实践和开展科学试验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记好用好田头档案
。

5
。

抓典型
。

县
、

社
、

队都要有自己的典型
,

把土壤普查经常化
,

制度化
,

持久化
,

使土

壤肥料科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

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服务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

及大寨县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