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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批黑
公久样忽治 ` 承“

— 介绍下丁家大队粽合治理山水 田 的事迹

中共山东省水利厅政治部

下丁家大队位于山东省黄县南部钓2 5华里
,

是

一个海拔 6 90 米的砂石山区
。

全大队八个 自然村
,

2 1个生产队
,

共有5 6 0户
,

2
,
6 9 5 口人

,

男女整半劳

动力98 4名 , 土地总面积豹 1
.

4万亩
,

其中山岚 7
,

70 0

亩
,

果树3 5 3亩
,

耕地 2
,
4 13 亩 (每人平均九分地 )

,

山块梯田占 7 8 %
,

是个
“

山高地薄石头 多
”

的 地

方
。

地的

下丁家在旧社会
,

由于遭受地主阶极的刹

肯纽和压迫
,

加上恶劣的

自然条件
,

十年总有九年旱
,

十年就有九年歉
,

粮

盒产量很低
,

群众生活极端食困
,

艳大部分农民靠

着扛长活
、

打短工
、

卖柴草
,

以至封饭为生
。

从

19 19年到解放前的二十几年里
,

那时七个村 450 户

人家
,

依靠封饭为生的有 80 多户
,

为生活所逼走投

无路自杀或冻敞而死的有50 多人 ; 有30 %的劳动力

到外乡抬地主扛活卖命
,

有60 % 的劳动力靠卖短工

充靓糊 口
。

民落
“

穷山沟
,

草大哥
,

吃猪食
,

干驴

活
” ,

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食困状况
。

解放后
,

在党的颁导下
,

袒过土地改革
,

群众

翻了身
,

做了土地的主人
。

但农业生产的命运仍然

掌握在
“

老天爷
”

的手里
,

粮食产量仍然很低
,

直

到合作化前
,

粮食亩产不过二
、

三百斤
。

自从合作化以来
,

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
,

依

靠集体力量
,

展开了改造自然的斗争
,

握过九年的

艰苦奋斗
,

格于战胜了穷山恶水
,

基本上改变了自

然面貌
,

初步实砚了山地水利化
,

坡地梯田化
,

耕

种园田化
,

荒山椽化
,

把艳大部分山块薄地建毅成

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
。

在这个基础上
,

粽合

实施了农业
“

八字宪法
” ,

因而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幅

度的稳定的增长
。

公社化后速梢六年粮食亩产稳定

在 8 00 斤以上
,

1 9 6 4年
,

虽然遭到了特大的洪涝灾

害
,

全年降雨 1
,
100 多公厘

,

但由于九 年 来 农 田

基本建毅的成果
,

袒受了自然灾害的考墩
,

仍然获

得 了农业大丰收
,

全大队 1
,
9 98 亩粮食作物

,

平均

亩产达到 920 斤
,

总产量 186
.

3万斤
,

不蒲单产或总

产
,

都比合作化时期增长将近一倍
。

在发展粮食生

产的同时
,

多种握营也得到全面的发展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已握从根本上改变了穷困落

后的面貌
。

1 9 57年以前
,

粮食还不能 自抬
,

1 9 5 8年

以后
,

年年卖余粮
。

六年来
,

共向国家 交 售粮 盒

26 5万斤
,

油料33 万斤
,

果品 3 40 多万斤
。

集体握济

越来越壮大了
,

全大队公共积累达到 21 万 多 元
。

19 64 年
,

每人平均实收入 122 元
,

比合作化时期潜

长一倍多
。

二
、

下丁家大队能够在短短几年在生产上和生活上

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

主要是在党的镇导下
,

坚持了

长期的改造大 自然的革命斗争
,

抓住了以水为铜
,

进行山水田粽合治理
,

建靓稳产高产田
。

从生产上

来靓
,

这里产

量低的病根子

最根本的是水的尚题
,

因为多年的规律是 十 年 九

早
,

遇到严重干旱建人畜吃水都成简题
。

所以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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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进行改造 自然的革命
,

首先是抓了水利建投
,

变

旱地为水浇地
。

搞水利建毅
,

最先是从打井开始的
,

从 1 9 5 5年

冬实现了合作化高潮
,

就全面铺开了打井工程
,

到
1 9 56 年趣过两个冬春

,

用了 3
.

37 万个工
,

打了 20

眼大井和 6 4 眼小井
,

两个冬春的水利建 投
,

消灭

早地 130 亩
。

这些井在当时的情况下
,

对于抗旱保

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都不是透水井
,

挺不起干

旱考撇
。

1 9 5了年遇到了严重干旱
,

都成 了
“

干 碗

埙
,

有方塘
、

石井
、

侗子井
,

共搞了水利工程 180

多处
。

这样可以达到高山水库浇山淘
,

低山水库浇

山腰
,

拦河坦浇河边地
,

上不去水的高尚地
,

就建

揭水站
,

一舰倒一极揭水灌溉
,

作到 自流
、

揭水
、

提水相拮合
。

实现了
“

三层楼
”

水莉化
,

从山坡到

河滩
,

形成了一个小流域的灌溉系杭
。

在整个的水利

建投过程
,

也曾遇

到一些思想简题和

井
, ,

心
。

难丈

在这种情况下
,

有些人对开展水利 失 去 了 信

有人靓
: “

山上 自古无水地
,

要想 浇 地 难 上
”

也有的靓
:

尹

命
,

八肇也富不了
。

“
穷山沟

,

穷山沟
,

天生受穷的
”

这对干部是一个 严 重 的 考

歇
,

是领导群众坚持干下去
,

还是向 困 难 低 头 ?

握过党总支开会反复研究
,

大家一致认为
,

应孩坚

持干下去
,

不解 决水的 阴题
,

低产穷困的帽子永

远摘不掉
。

决心有了
,

应敲采取什么办法 ? 通过两

年打井的实践
,

他俩体会到
:

光靠打井来实现山区

水利化显然是不行的
。

于是
,

根据外地极敏
,

从挖

地下水棘到蓄天上水
,

在 19 57 年麦收前
,

极过县水

利工作粗的帮助
,

在大吕家村后修了第 一 座小 水

库
。

这座水康建成以后
,

不仅能自流灌溉
,

而且使

老辈浇不上水的30 多亩山块梯田也能浇上水了
。

这

样一来
,

人俏解放了思想
,

积果了握瀚
,

找到了实

砚山区水利化的方向
。

接着进行全面规划
,

坚持年

年干
,

一道干了九年
,

在山上修水库
,

在河里修拦

河坦
,

在河岸打大井
。

砚在全大队建成了水库塘坦

18 座
,

拦河坝一处
,

锡水站四处
,

各种方塘水井 153

眼
,

环山干渠六条
,

长达十余华里
,

水浇地扩大到

1
,

45 0亩
,

占耕地面积的 61 %
。

九年来的水利建毅
,

认真贯彻了
“

小型为主
、

队办为主
、

当 年 受 盆 为

主
”

的 原 lll]
,

所有的水利工程
,

都是自力更生办

的
,

井作到了当年动工
,

当年建成
,

当年配套
,

当

年生效
。

为了挖掘一切水源
,

他俏根据山区的特点做到

了三水归田
。

就是在山沟修水库塘垠
,

把山上水蓄

起来 ; 在河边打大井把地下水挖出来 ; 在河里修拦

河坦把河里水拦起来
,

想尽一切办法
,

把一切能够

利用的水源全部利用起来
。

为了做到这一点
,

水利

工程就得因地制宜的进行安排
,

有水库
、

塘坦
、

拦河

实际困难
。

比如在修第一座水库的时候
,

因为没有

样子
,

也没有握教
,

静多人都怀疑
,

有的魏
: “

用

土筑埙把水拦起来
,

这筒道瞎胡葡
,

遇 到 山 洪 暴

发
,

龙王爷小尾巴一甩
,

大坦一开
,

大吕家村得有

一半冲到北海去喂鳌
。 ”

在修 口子村西 水 库 的 时

候
,

因为要扒一座土地庙
,

还要在 一个号称
“

龙

背
”

的土淘上挖土
,

有些人存有迷信思想
,

极力反

对
,

有的靛
: “

土地庙是一村之主
,

动不得
,

坚决

不能扒 ! ”

在修大陈家拦河坦的时候
,

思想斗争更

为激烈
,

因为这条河比较大
,

水势猛
,

到了汛期
,

洪水能把几千斤的大石头冲到好几里地远
。

有不少

人羡
: “

有劲没处使
,

有找没处花啦 : 想着修条埙

把河水拦起来
,

筒直是作穷
。 ”

要革自然的命
,

处

处充满着思想斗争的
。

又比如在 1 9 5 9年修柳沟水康

的时候
,

当时艳大部分强壮劳动力稠到县里修大水

库去了
,

家里剩的都是弱劳动力
,

要修这座水库
,

静多人存在畏难情精
,

主张劳动力回来再动工
。

对

于这些固题的解决
,

他们首先用毛主席的指示教育

社具
。

一方面
,

粗撒到大山社参观
,

一方面学习毛

主席关于
“

愚公移山
,

改造中国
,

历家寨是一个好

例
”

的批示
,

使社具和干部受到很大鼓舞
。

后来
,

又通过自上而下学习毛主席 《 愚公移山 》 的文章
,

大大激发了干部和社具改造 自然的革命斗志
,

树立

战胜 自然的革命信心
。

同时
,

依靠食下中农
,

发动

社具群众用回忆对比的方法
,

自上而下大祈
“

十年

九旱
,

十年九歉
”

的苦
, “

是听天由命干顾受穷
,

还是战胜自然 lBJ 造幸福了 ” “

是畔天老爷靓了算
,

还是我们 自己靓了算?
”

对这几个尚题进行充分肘

输
。

通过甜输
,

思想简题逐步得到解决
,

艳大多数

人通了以后
,

干部就镇考头干
,

依靠食下中农积极

分子
,

鼓舞广大社复积极性
。

特别是随着水利建毅

的开展
,

增强了抗旱能力
,

粮食增了产
,

尝到了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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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觉得越干越有滋味
,

开展水利就成了群众的迫

切要求
。

在实际施工过程
,

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

就

是水库修的越高
,

流域面积越小
,

他俩在修
“

三层

楼
”

水库最高的一座水库的时候
,

流域面积太小
,

只能蓄五千方水
。

为了扩大来水面积
,

他们研究采

用了借客水蓄水灌溉
。

就是山沟里修水康
,

两边的

山坡上闹截流沟
,

把两个山上的水引到 一 个 水 库

里
,

这样
,

流域面积扩大了两倍多
,

蓄水量增加到

1
.

2 万 多立方米
。

通过开展水利建 毅
,

他 俏 认 藏

到
,

只要拿出愚公移山的劲头
,

哪里的水都能够利

用起来
。

·

次是抓了整地
,

革
;

随着水

利建毅的开

展
,

也促进

了整地和改良土壤
。

他们根据几年来实干 的 情 况

看
,

光有水
,

不整地是不行的
。

因为山岭地
,

瓢一

块
、

碗一块
,

土层浅
,

高洼不平
。

有的是阴阳膀
,

有的是一头撅
,

浇地如跑局
,

水过地皮湿
。

为了发

挥水利的作用
,

从 1 9 5 6年开始
,

一面搞水利建没
,

一面大整土地
。

九年来
,

通过改变地形
,

深 翻 整

平
,

加厚土层等各种办法
,

比较彻底的改造了山岭

薄地 1
,

640 亩
,

占耕地的 69 % ( 其中有20 亩是重新

整
,

提高质量的 )
。

在整地当中
,

总的靓来
,

是掌握了
“

八字要求
,

十六字原 llJ
’ 。。

八个字的要求是
“

两平
、

石堰
、

能排
、

能灌
” 。

两平是
,

握过深翻一尺半到二尺
,

整平地

面
,

土层下面的石头底也凿平
,

这样土层厚
,

土层

匀
,

保水保肥
,

作物生长整齐
,

产量高 ; 石堰是
,

凡是有条件的都砌成石头堰
,

坚固耐久 ; 能 排能

灌
,

就是挖排水沟
,

修灌溉渠
,

达到灌排配套
,

旱

能灌
,

捞能排
。

只要达到这个标准
,

再跟上精耕翩

作
,

增施肥料
,

一般亩产达到千斤以上
。

凡是达到

这个标准的
,

他俏就跟它哄
“

万古千秋
、

亩产千斤

田
” 。

按照这个要求和标准
,

他们在具 体 整 地 过

程
,

掌握了
“
因地制宜

,

当年兑效
,

先易后难
,

最

后攻坚
”

十六个字的原 l8J
。

因地制宜
,

就是根据地形确定整地方法
。

这里

地形是很复杂的公
“

鞋带子地大斜坡
,

山块河滩疏

石窝
” ,

什么样的都有
,

但整的方法不是一刀裁
,

而是因地制宜
,

具体确定
。

对于大斜坡 地 就 采 用

大改小
” ,

小块零碎地就
`l

小拼大
” ,

搞成等高梯

田 ; 对于石头多的地就采用
“

大开膛
” 、 “

大起大

落
” 、 “

大削平
”

等办法
,

把地里的石头挖出来
,

削高琪淦 ; 对于砂石薄地
,

铁板砂地
,

就采用
“

过

大籍
” 、 “

倒石头
” 、 “

抽砂换土
” ,

把石头和砾

砂筋出来
,

搬上土
,

加厚土层
。

总之
,

遇到石头挖

石头
,

遇到沟洼琪沟洼
,

一定坚持高标准
。

当年见效
,

就是不管采用那种方法整地
,

都要

掌握不打乱土层
,

既考虑到当年增产
,

又考虑到长

远建毅
,

宁肯多费点工
,

也保持熟土在上
。

如果打

乱了土层
,

破坏了地力
,

二
、

三年养不起来
,

影响

当年产量
,

这会影响社具整地积极性
。

先易后难
,

最后攻坚
。

就是掌握
“

先吃肉后啃

骨头
” ,

不是一上来就打硬仗
。

他俩从 1 9 5 6年整地

开始
,

先整的是河边地和山根地
,

一般每亩用几十

个工
,

河边地整完以后
,

从 1 9 5 9 年开始整山坡梯

田 ; 至于用大起大落
、

大开膛这些费工多的地
,

是

从 19 62 年开始的
。

这样搞有个好处
,

开始先搞容易

的
,

用工少
,

晃效快
,

只要整过来
,

上去水
,

加上

精耕耙作
,

当年产量就翻番
,

有利于稠 动社 具积

极性
。

下丁家第一块地是整的
“

一大地
” ,

这块地

过去是七块小地
,

高洼不平
,

没法浇水
,

整了以后

拼成了一块六亩零七厘的平整大地
。

没整以前
,

亩

产小麦 1 60 多斤
,

整了以后
,

变成了水浇地
,

当年

的小麦亩产 3 70 多斤
,

翻了一番还多
。

有了这个样

板
,

就有了靓服力
。

社具们靓
: “

地是 死 的
,

人

是活的
,

有了愚公移山的劲头
,

没有整 不 好 的 土

地
。 ”

在开始 整地 的时候
,

整了些 低标准 的
,

上平

下不平
,

只整平不深翻
,

桔果这个办法不行
,

地力

不匀
,

吃水不匀
,

庄稼长的七高八低的
,

增产不显

著
。

后来
,

通过实践逐步认藏到
,

山区整地必须用

彻底革命的办法
。

但这样搞要多费些工
,

有的搞一

亩用二
、

三百个工
,

也有的一亩用工四
、

五百个
。

因此
,

也曾带来了一些思想固题
,

如有人靓
: “

整

地费这么多工
,

不如搞副业
。 ”

也有的靓
: “

有整

地这个工夫不如上山开荒啦 ,
”

这些思想曾挺动摇

了一些人的整地决心
。

对这些尚题的解决
,

党总支

首先是反复进行山区发展生产前途方向的教育
,

反

复向社具靓明山区发展生产不能靠乱开荒
、

广种薄

收
,

必筑依靠集体
,

改造 自然
,

建毅稳产高产田
。

如果乱开荒
,

山坡大脱皮
,

造成水土流失
,

越干越



1 4

落后
。

同时
,

利用样板砚爆会栽的方法进行砚实教

育
,

祖橄社具到整好的地里去看
,

就地箭输
,

这个

办法很有成效
。

特别是依靠黄下中农发动社晨用回

忆对比的方法
,

祈山讲薄地的苦
,

激发了社具的党

悟
。

翘过不断教育和随着整地得到不断 增产 的事

实
,

思想简题逐步得到解决
。

前多老食农
.

靓得好
:

“

整地是挖穷根
,

扎富根
,

抬社会主义打基础
,

不

管有多大困难
,

也要整成万古千秋的好地
,

亩产千

斤的良田
。 ” “

过去拼死拼活
,

干了一辈子也没抬

子孙置上一块好地
,

砚在有了集体
,

吃点苦把地整

好了
,

咱这一代好 了
,

儿孙后代也好了
,

想到这一

点
,

越干越顾千
,

累点也心甘情顺
。 ”

总之
,

整地

成了群众的迫切要求
。

. . . . .

. . . .
. . . . . 、

匕是党的正确领导

_ _ _ _
「 _

_
_ _

_
_

芙

下丁家粽合治

理山水田取得成就

的保征
,

千条万条
,

抓了治山
,

革山

在山水

田粽合治理

使治_ _ _ _ _ ~
_

r
一

广 , 、 ` 一

炙 过程中
,

他们逐步认藏到
: “

水是一条龙
,

先从山上行
,

下不治上
,

万事一踢空
。 ”

为了搞好水土保持
,

在治水治土的同时
,

强碉

做好治山保库
,

治坡保田
,

合理安排农林用地
,

不

乱开荒
,

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拮合的办法
,

从上到下治理了山坡山沟
。

对于山沟的治理
,

在高山深淌里修水库塘坦圃

谷坊工程
。

九年来
,

除了搞了18 座水库塘埙外
,

闹

谷坊工程 3 20 座
,

这对于控制径流
,

拦蓄泥沙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

在近山浅沟里
,

层层筑堰
,

修坝头

地
,

裁植果树
。

全大队果树已发展到 2
.

7 万多株
,

其中拮果树 1
.

6万多株
,

19 6 4年产水果 151 万斤
,

收

入 23
.

9 万元
,

占总收入的46 %
,

体砚了
“

以副养

农
”

的方针
,

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

对于山坡的治理
,

主要是封山育林
,

培植 草

源
,

蓄水保土
,

现在已极封 了 6
,
000 多 亩 荒 山

,

利用天然播种
,

繁育松树
,

有 3
,
7 00 多 亩 已 艇 初

步椽化了
,

初步起到 了固沙保土
、

涵蓄 径 流 的 作

用
。

他俏通过九年的山水田粽合治理
,

靓明了一个

具理
:

保持水土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是山区

建毅稳产高产田的根本途径
。

此外
,

在兴修水利改

良土壤的基础上
,

大抓增施肥料
,

改变耕作制度
,

也一项重要措施
。

党的镇导第一条
。

他们能够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

下
,

建成稳产高产田
,

井获得了速年增产
,

从根本

上来靓
,

是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镇导
。

在每个历史

时期
,

党和毛主席都及时抬指出前进方向
。

在 1 9 5了

年参观大山社的时候
,

他俩学习毛主席的
“
愚公移

山
,

改造中国
,

历家寨是一个好例
”
的批示

,

毛主

席的伟大号召
,

抬山区发展生产指出了明确的奋斗

方向
,

也使他俏找到了由穷变富的道路
。

后来
,

他

例翘常以毛主席的指示教育社具
,

利用各种粗掇和

各种形式
,

粗戳干部社具学习毛主席著作
,

以毛泽

东思想武装千部社具的头脑
,

坚持不断革命彻底革

命
。

在整个生产斗争过程中
,

坚持了阶蔽斗争和两

条道路的斗争
。

在 1 957 年积1 9 6 1年刮起了两次
“
黑

风
” ,

朋劈社
,

朋单干
,

朋小开荒
。

党总支依靠贫

下中农
,

适时地展开大辩输
, “

牛鬼蛇神
”

一露头

就打了回去
。

但阶蔽敌人棘人了隐蔽斗争
,

搞
“
和平

演变
” ,

替有两个党的干部被拖下了水
。

党总支认

真总拮了这个教wlI
,

教育党具
、

干部提高阶极警惕

性
,

作到萧客不到
,

送礼不要
,

抵制了阶极敌人的进

攻
。

在 日常生产活动中
,

坚持了开展五好运动
,

各条

战线上都有标兵队
、

标兵人
,

按期进行检查部比
,

表摄好人好事
,

进行活的思想教育
,

促进思想革命化
。

一

慈结
、

不断提高
、

革命
、

不断前进

下丁家大队

坚持 自力更生
,

依靠集体力量
,

和大 自然斗争不

是一帆风顺的
,

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

也会遭到一

些失败
。

比如柳沟水库
,

19 5 9年用了 1
.

3 万多工修

起来
,

1 9 6 0年汛期抬冲垮了 , 大陈家的拦河坦
,

曾

挺冲毁了两次 ; 1 9 6 4年汛期
,

堆塌了石堰 6
,
000 多平

方米
,

冲毁了一座塘垠
。

这些情况
,

也确实带来了

一些困难
。

是迎着困难干下去
,

还是向困难低头 ?

在这种情况下
,

社具就看干部的决心
。

下丁家的千

部在每次遭到失败的时候
,

就总桔担麟教副
,

找出

简题
,

下定决心
,

镇着社具迎着困难往上干
。

桔果
,

一

个个困难都克服了
,

把冲毁的工程重新修了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