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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今今今今今今心冲令合

客 下丁家大队综合治理山水田的

技术经验

下丁家水土保持稠查祖

山椽化
”

的基础上
,

粽合实施农业
“
八字宪法

” ,

使

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的稳定增长
。

公社化后速擅六年

粮食亩产稳定在8 00 斤以上
,

1 9 6 4年汛期降暴雨 8 46 毫

米
,

但由于农田基本建毅的成果
,

握受了自然灾害的

考输
,

粮食平均亩产仍达 9 25
.

6 斤
,

比解放前增长 8

倍多
。

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
,

多种握营也得到了全面

的发展
。

下丁家大队稳产高产农田的建毅
,

是对 自然界的

一爆严重的斗争
。

在实践的过程中
,

逐步形成了一套

以水为锅
,

水
、

肥
、

土
、

林井举
,

粽合治理山水田的

系就握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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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水利化

毒述程
"婿瓜傅咚

,

格
,

庄,
!

茂诱签召萨劣厂

念
今什种杆什钟钟

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

家大队
,

在党的镇导下
,

紧紧地

依靠食下中农
,

依靠集体
,

自力

更生
,

以
“
愚公移山

”
的革命精

神
,

艰苦奋斗九年
,

从根本上改

变了自然面貌
,

把 1 6 00 余亩山

岭薄地建毅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

高产农田
,

在穷山沟里
,

开辟出

一条由低产变稳产高产
、

由穷变

富的道路
。

下丁家大队位于胶东半岛的

茉山北麓
,

是一个拔海 6 90 米的

砂石山区
。

全队 8 个 自然村
,
5 60

户
,

2 6 9 5人
,

总面积豹 1
.

4万亩
,

其中耕地仅 2 41 3亩
,

分布在两山

一峪 14 条沟之简
,

大小万余块
,

其中山丘梯田占耕地的 78 %
。

这

个地区年平均降雨 658 毫米
,

然

而 7” 8月降雨却占全年的一半
,

雨量分配不匀
,

形成早灾频繁
、

洪早交加
、

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

特点
。

解放前亩产不过 100 来斤
,

群众生活极端黄困
。

解放后
,

特别是合作化和人

民公社化以来
,

这个大队在党的

颁导下
,

开展了改造大自然的斗

争
,

使这里的 自然面貌和生产条

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

山
、

水
、

田治理面积已达8 6 0 0亩
,

占水土

流失面积的 80 %
,

其中效盒显著

的面积达 5 6 0 0亩 ; 深翻整平山岭

耕地 1 4 0 0亩 , 同时
,

封山 育 林

7 0 0 0多亩
,

其中3 7 0 0 亩 林 地 郁

阴度己达 45 %
,

草的复盖 度为

50 %
。

在初步 实现
“

山地 水 利

化
,

坡地梯田化
,

耕种园田化
,

荒

在下丁家大队所在的地区
,

早灾是发展农业生产

的主要威胁
。

据 12 年雨量靓载分析
,

在一般平水年

份
,

小麦全生育期内缺水 66
.

5%
,

玉米全生 育 期 缺

水 45 %
,

甚至在丰水年小麦也缺水 53 %
,

玉米缺水

3 4%
。

因此
,

下丁家大队突出地抓住了变早地为水浇

地这一根本关键
,

进行全面规划
,

杭一布局
。

采 取
“

先井后康
” 、 “

先山下后山上
” 、 “

先易后难
”

的

方法进行水利建毅
。

砚在
,

全大队建成了水库塘坦 18

座
,

拦河坦 1 座
,

机械锡水站 4 处
,

各种方塘水 井

15 3 眼
,

修建环山干渠 6 条
、

长达 10 余里
,

水浇地扩

大到 1 4 5 0亩
,

占耕地面积的61 %
,

初步实现了山地水

利化
。

其具体作法是
:

( 一 ) 因地制宜
,

广开水源
.

这个大队的水利建毅
,

从山坡到河滩
,

从 上 到

下
,

整个流域有个杭一布局
,

因地制宜地修建多种多

样的水利工程
,

千方百爵地挖掘水利查源
,

扩大灌溉

面积 〔兑图 1 )
。

在梯田集中逮片的上部
,

修建小型

下丁家水土保持稠查粗系由山东省水土 保 持 委 具

会
、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所
、

烟台专区水利建毅指挥部
、

黄县农业局
、

黄县

林业局
、

黄县水利局等单位粗成 ; 本文由刘德
、

焉

存奎同志执笔编 写
,

本刊发表前又做了一些整理
。

DOI : 10. 13928 /j . cnki . wrahe . 1965. 12. 005



2 5

水庸
、

塘坦蓄水灌溉
。

在河谷平原的河道上修建拦河

埙
,

引水灌溉
。

在 自流渠道的沿岸
,

修洞子井 ( 郎透

渠井 ) 提水灌溉
。

无蓄水
、

引水发展 自流灌溉条件的

成片梯田修建锡水站提水灌视
。

对零星分布的梯田或

河滩平地
,

采用修方塘
、

水池或建高台井 (郎透河井 )

就地蓄水
、

挖空山水发展灌溉
。

总之
,

抓水源的特点

是
: “

蓄集雨水
、

引河水
、

挖空山水
” 、 “

三水井

用
,

以蓄水为主
” ; 而用水时又是

“

自流灌溉与 锡

水
、

提水井举
,

以自流为主
” 。

在蓄水时注意修速环

水岸和跨流域截引客水人审
,

实行流域内
、

外水量稠

节
。

另外
,

还注意上游水土保持
,

涵养水源
。

2
.

自流灌溉面积小于 30 亩的灌区
,

多一叙渠道
,

渠道布置同上例支渠
,

以紧接每块梯田内侧的水平沟

进行灌
、

排
。

3
.

提水 ( 锡水 ) 的主渠都修成高渠
,

垂 道 等 高

线
,

水流与排水沟方向相反
,

灌排分开
。

其支渠入田

回流时又灌排拮合 ( 兄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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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丁家大队山
、

水
、
田粽合治理

措施布局示意图

( 二 ) 及时做好灌区配套

兴修水利是为了利用
。

当年兴建
,

当年配套
,

当

年发挥作用
,

是下丁家水利建敲的基本特点
。

就灌区工

程配套
、

渠系布置来靓
,

他俏大体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

1
.

自流灌区大于 30 亩时
,

渠道分主渠和支渠两极

( 兄图 2 )
。

主渠长 500 、 1 5 00 米
,

多围山搏
,

沿等

高线走
,

过沟时多架石渡槽
,

下段涵洞
,

渠道上方毅

截水沟
,

使灌溉与排洪分开
,

防止山洪冲毁工程
。

支

渠多顺着山坡垂直等高线
,

走梯田地头
,

固距和梯田

地块长度相等 ( 10 0~ 200 米左右 )
,

用临时或固定闹

控制
,

向一边或两边分水灌溉
,

它既是灌溉渠
,

又是

排水沟
,

灌排桔合
。

渠道的纵坡降
,

主渠为 1 / 1 0 0 0左

右
,

支渠为 1 / 3 0。~ 1 / 500
,

遇有陡坡 gl] 修跌水防护
。

-一
二

才 桌 适 。 井 , “

嫂槽

图 3 梯田提水灌溉布局示意图

4
.

修筑渠道尽量少 占农田
。

渠道铺底一般小于 2

米
,

在高渠的填方外侧或低渠的挖方内侧
,

多用千砌

块石铺粘土防渗
,

护砌渠坡较陡
,
可使水流增快

,

因

而精小了占田面积
。

5
.

因势利导地防洪除涝
。

防洪除涝的排水沟
,

有

自然沟和人工沟两种
。

拯过人工整修的自然沟
,

一般

都起到了
“

上承山洪
、

中截客水
、

下排积 水
”
的 作

用
。

人工沟一般多修筑在荒坡
、

石地
、

堰边
、

路旁
,

用块石护砌
,

边坡较陡
,

占用耕地较少 ; 也有用石块

修成暗沟排水的
,

这种沟既可保土又不占耕地
。

排水



2 6

沟的布局
,

根据地形坡度
、

土质
、

岩石和土地利用情

况而定
,

一般在不影响交通
、

不影响耕作
、

少 占好地

的原 lRJ 下进行布置
。

如果遇到可能发生冲刷的陡坡
,

lIJ 用块石护砌
,

防洪标准多大于20 年一遇的标准
。

( 三 ) 因坡整地
,

看土
、

看作物配水

下丁家大队的灌溉方法
,

主要分沟灌和小畦灌两

种
,

基本没有大水漫灌
,

作到了
“

灌匀灌透
、

不冲不

淤
”
的要求

。

为了灌好水
,

他们把田面坡降大 于 1 /5 0” 1 / 1 0 0

的土地都进行了平整
。

对于坡降陡于 1 / 200 的耕地
,

一般不进行沟灌
,

多采用畦灌
,

以分散水流
,

援和流

速
,

促使均匀下渗
。

在坡降较陡的田地进行沟灌时
,

在沟内每隔几步修一竹节挡水
,

以援和流速
。

灌水时

一次开两沟
,

一齐灌
,

打交错埂进行回瑰灌水 ( 见图

4 )
,

保征浇匀
、

灌透
。

在容易漏水
、

漏肥的砂土地

上灌溉
,

他俐除了注意土壤改良外
,

还 lBJ 造了勤灌
、

浅灌的方法
。

在灌水时简上掌握了
“

紧砂
、

慢土
”

的

原 lllJ
,

郎砂土地渗水快流水慢
,

灌水时不挡水
,

不回

桃 ; 粘土地透水慢流水快
,

要多挡水
,

多回墩
。

据刹

查
,

鼓队砂土地一次灌水量为 30 ~ 40 立方米 /亩
,

壤

土一次灌水量为 50 ~ 60 立方米 /亩
。

为保靓作物适时

浇上关键水
,

修渠道时还采取了加大渠道断面和流量

的力
、

法
,

以精短输灌期
。

现有灌区一般蝙灌一次仅需

3~ 5天
,

1 秒公升的水浇地 3~ 5亩
。

追施
。

整个浇水的粗墩是
“

头水早
,

二水迟
,

三水
、

四水看天气
” 。

在浇地的顺序上
,

返青水 先 浇 一 类

苗
,

后浇三类苗 , 拔节水是先浇三类苗
,

后浇 一类

苗
。

对玉米本着
“

先蹲后促
”

的原 glJ 浇水
,

郎在播种

后 37 、 40 天内
,

只进行简苗
、

划锄保墒
,

不浇水不施

肥
,

促进根系深扎 ; 蹲苗期后
,

大水大肥齐放
,

天旱

时有水 5、 6 天浇一次
,

水不足时只浇拔节水和 鼓 粒

水
,

必要时精小面积
,

保征灌上关键水
。

二
、

坡地梯田化

天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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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埔灌水示意图

随着灌溉和农业的发展
,

治水促进了治田
,

兴修

水利促进了改土整地
。

九年来
,

下丁家大队
,

深翻整

平
,

改良土壤
,

比救彻底的改造了薄地
、

沙地 15 3 4

亩
,

占耕地65 %
,

坡耕地全部改造成梯田
,

垒石堰 3

万余米
,

实现了坡地梯田化
。

根据下丁家大队的治田

握麟
,

先整山根地
,

土层厚
,

坡度援
,

耕作方便
,

容

易搞
,

收效快
,

增产潜力大 ; 后整山上坡陡
、

土层

薄
、

石头多的梯田
,

逐步充分利用土地查源
。

具体作

法是
:

( 一 ) 枕一规划
,

合理布局

这个大队是按照一座山头
、

一个山坡
、

一条流域

地进行山
、

水
、

田粽合治理的
,

是根据总体规划
,

进

行梯田布局的
。

梯田布局主要是在改造原有梯田的基

础上
,

本着有利于深翻整平
、

保持水土和便于耕作管

理来安排沟 ( 排水沟
、

截水沟 )
、

埂 (地堰
、

地埂 )
、

路 ( 交通道
、

田简作业路 )
、

渠 ( 灌溉渠 ) 的
。

梯田

地块大小
,

也是根据地块的偏坡程度因地制 宜 确 定

的
。

梯田的布置形式基本上分三种典型
:

1
.

沟壑梯田
,

按沟内土层厚薄
、

沟底竟窄
、

水流

援急情况来布置
。

一般水流援
、

土层厚的采用拦河打

坦建垠头田 ; 对沟窄
、

水流急的可按等高线修成
“

人
”

字形或半
“

人
”

字形的沟岸梯田
,

排水沟有的在中简
,

有的在两边 ( 兑图 5 )
。

ù皿酌

( 四 ) 适时灌溉
,

水
、

肥余顾

下丁家大队的小麦一般浇五水
,

郎越冬水
、

返青

水
、

拔节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有的还增加造墒水和

麦黄水浇七水
。

施肥 2、 3 次
,

基肥每亩施土
、

杂肥

3 0。。” 4 0 0 0 斤
,

另加 4 ~ 5 斤硫酸按作种肥
,

一次施

用 ; 越冬肥每亩施硫酸按 17 ~ 18 斤
,

在浇越冬水前追

施 ; 拔节肥每亩施硫酸按 18 、 19 斤
,

在浇拔节水同时

口
·

4
一 “

图 5 窄沟梯田排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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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山坡梯田不输在凹坡
、

凸坡或值形坡上
,

梯田

外边线的走向基本与等高线的趋势一致
,

弯度小的梯

田边线直
,

弯度大的梯田边线修成弧形或折线形 ( 晃

图 6
.

7 )
。

3
.

河滩地坡度援
,

梯田地块可与等高线的方向一

致
,

也可以斜交等高线
,

这样地块可 稍 大 些 ( 晃 图

8 )
。 、

图 8 河流阶地梯田布局

表 1

山坡坡度 } 稠查地块 } 梯田断面 (米) 整治土石 1用工日数

(度 ) { (道 ) 田面宽 } 地堰高

方工程量

(立方米)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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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凸坡梯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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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凹坡梯田布局

( 二 ) 合理确定梯田的宽度和堰高
这个大队的梯田

,

艳大多数分布在 15
。

以下的山

坡上
,

其尺寸根据地形情况合理确定
,

表 1 为下丁家

大队分布在不同坡度上的梯田断面尺寸
、

整治土石方

工程量及用工 日数稠查表
。

由表 工可看出
,

山坡越

陡
,

田面越窄
,

地堰越高
,

整洽土石方工程量和所需

劳力也越多
。

根据这个大队整治 5~ 15 度山坡梯田的

趣阶
,

在不妨碍耕作的前提下
,

随山坡增大
,

精小田

宽
,

适当增加堰高 ( 一般不超过 1
.

5米 )
,

既可省工
,

又利于整平
。

( 三 ) 深翻整平
,

加厚活土层

整平土地的基本原刻是保征熟土在上
,

不打乱熟

土层
,

土头地 ( 粘土地 ) 作好耙耕保墒
。

对于山坡不

平的梯田地面
,

根据规划好的边界
,

采取大起犬落大

削平的办法
。

具体步骤是
:

首先在高处及凹处挖沟
,

扒开熟土
,

堆置一旁 ; 其次
,

挖起石头
,

搬高处生土

琪低处
,

高处深翻
,

上
、

下找平 ; 最后
,

回琪熟土
,

整平地面
,

整平后的熟土层厚度应保持有 20 厘米
,

全

部活土层均匀达到 40 ~ 动厘米
。

在进行深翻整平的同

时
,

在石料方便的地方
,

可以土堰改石堰
,

反之亦可

修成土堰
。

对于砂薄岭及河滩砂土地
,

在深翻整平的同时
,

8lJ 拮合压粘土改良土壤
,

山岭地每亩压土 25 ~ 30 事
,

河滩地每亩压土70 ~ 1 00 事
。

对于砾石较多的河滩地
,

则采取倒石头的办法
,

将大卵石挑出去
,

较小的石头

也过筋
,

然后从别处运土琪入
,

造成好地
。

三
、

荒 山缘 化

下丁家大队在治水
、

治田的同时
,

继箱大搞治山



2 8

的基本建毅
,

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 拮 合 的 办

法
,

从上到下
,

治理了山坡
、

山沟
,

初步作到了
“

治

山保康
,

治坡保田
” 。

他俩的具体作法是
:

在山上小

沟里圃谷坊和营造防护林 ; 在山下大沟里层层筑堰
,

修梯田植果树
。

小陈家的东山沟层层迭迭修了47 亩坦

头地
,

植梨树 10 0 0 余棵
,

年产梨20 多万斤
,

群众称

为
“

小金沟
” 。

对山坡主要采取年年早封山 ( 清明封

山 )
、

晚摘雏 ( 在立冬后采松种壳 )
、

割山草
、

护山

皮
、

加强林木撅育补植等措施
,

将 7 0 0 0亩荒山全部封

了起来
,

利用天然播种
,

繁育赤松林
,

初步达到了椽

化
。

在护林中
,

首先教育社具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

发展生产的方向
,

不上山开荒
,

并逐步地解决林木矛

盾
,

改山羊为林羊
,

由锦羊改奶羊
,

禁止乱放牧
,

由

群放改为圈养
,

杜艳了破坏林木事件
,

这对 固 砂 保

土
、

涵蓄径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四
、

大抓耕作技术改革

在新的水
、

土
、

肥条件下
,

下丁家大队继承井发

展了本地精耕粕作的拯歇
,

不断地促使农业生产由低

到高
,

既稳产又高产
。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

( 一 ) 增施农家肥料

近几年来
,

国家供应的化肥逐渐增加
,

但是他们

仍然坚持以农家肥料为主
,

化肥为翰
,

自力更生
,

千

方百爵大搞积肥运动
,

通过发展养猪
,

单积人粪尿
,

发动社具拾粪
,

换屋土等办法
,

施肥量由合作化前的

每亩 3 00 0斤左右
,

增加到现在的 8 0 0 0斤左右
。

( 二 ) 改变耕作制度
,

提高复种指数

全队现有一年两作的耕地 1 30 0 亩
,

复种指数 达

16 7%
,

较 1 9 5 2年提高 21 %
。

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
,

全

队 5% 的耕地达到三作三收
,

每亩粮食产量高于两作

两收
,

并多收4 0 0 0~ 80 0。斤大白荣
。

敲大队为了提高

复种指数
,

对谷子
、

黍子
、

玉米
、

豆子采取
“
四不专

种
” ,

同时大力实行简作套种
,

充分利用空简
,

使田

面极常保持高度的生物群体密度
,

保持水土
,

培养地

力
。

( 三 ) 改稀植为合理密植

近几年来
,

下丁家大队的水浇地小麦
,

播种量一

般每亩 13 、 15 斤
,

早茬 8、 10 斤
,

晚茬 15 、 17 斤
。

玉

米留株密度由每亩 2 2 0 0~ 2 5 0 0株
,

增加到 52 00~ 37 0 0

株
。

地瓜每亩由2 0 0 0株增加到4 00 0株
。

由于作物密度

增加
,

相应地改革了播种工具
,

小麦由两行沟播的 8

寸楼改为两行沟播的 6 寸楼
,

或四行 小 畦 播 的 5 寸

楼
。

( 四 ) 改低产耐瘩薄的品种为喜大水
、

大

月巴的高产品种

有了水和肥
,

就为采用耐水耐肥的高产优良品种

君lJ造了条件
。

鼓大队所属各生产队都建立了种子田
,

坚持 自繁 自育
,

基本实现了良种化
。

同时
,

还特别注

意选育适应当地气候
、

土壤的良种
,

如小麦由过去齐

头子改为大粒半芒
,

进一步又改为灿子麦
、

续交麦
。

纳子麦产量高
,

成熟期早
,

能够早倒茬
。

铁交麦秸杆

坚朝
,

抗倒伏
,

抗病害
, “ 口紧

”

( 不掉粒 )
,

适应

山区风大
、

汛期早的特点
,

高产保收
。

采用这两个收

获期不一致的品种
,

便于拖开农活
,

边收边种
。

( 五 ) 合理安排农
、

林用地

下丁家大队在治山
、

治水
、

治田过程中
,

合理地

安排了农林用地
,

使农林牧互相促进
。

全大队在可利

用的 1
.

3 万亩土地中
,

耕地和果
、

粮用地达 2 7 6 0亩
,

垦耕指数为 20 %
,

其余均为山林占地
。

在山高
、

坡

陡
、

土薄的地方
,

封山育林
,

保护水源 ; 在山沟
、

凹

坡
、

土层较厚但不宜耕作的地方
,

建投果园 ; 在山

低
、

坡援
、

土厚
、

水源足的地方建毅稳产高产农田
,

做到宜农 l8J 农
,

宜林 lllJ 林
,

为更全面的发展山区生产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在解决农
、

林
、

牧矛盾中
,

紧紧

掌握有利于水土保持的原则
,

发展养猪
,

控制养羊
,

保靓猪牛大发展
。

猪多
、

肥多
、

粮多
,

从而促进了农

业大幅度的增长
。

下丁家大队是我省山区建殷稳产高产农田的一个

好榜样
。

他们的成功挥教表明
:

在山区
,

治山
、

治

水
、

治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

治山保康
,

治坡

保田
” ,

不治山不能根本解决治水的固题
。

治山不治

水
,

山区的水早周题不能完全解决
,

农业不能稳定增

产
。

治水不治田
,

不能充分发挥治水的效盆
,

因而治

水又促进了治田的发展
。

治山
、

治水
、

治田三者互相

制豹
,

互相促进
。

下丁家大队在改造 自然的斗争中
,

取得了突出的

成精
,

积累了丰富的握瀚
,

但也并不是没有缺点的
,

例如
,

一些工程的标准还不够高
,

排水系扰还不够完

善
,

椽化还不够全面
,

等等这些固题
,

都有待进一步

研究改进
。

目前
,

下丁家大队党支部针对上述简题
,

制定了长远规划
,

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把

社会主义的新山区建毅得更加美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