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种田

山东省苔南县大山奋社 厉家寨大队 党总支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
,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19 5了年 10 月 9 日 亲 笔 写 下 了
“
愚公移 山

,

改造中国
,

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
的光辉批示

,

对厉家寨人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
,

改天换地
、

战胜 自然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干劲
,

给了高度评价
。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

指引着俺厉家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
,

不断前进
。

俺厉家寨大队
,

共 9 6 5 户
, 4 , 6 2 0 人

, 5 , 0 0 0 亩耕地
, 1 2 , 50 0亩 LIJ

、

滩
,

境内三山

环抱
,

五岭起伏
,

两河纵贯
。
旧社会

,

这里的山
,

是穷山 , 水
,

是恶水 , 岭
,

是秃岭
;

地
,

是薄地
。

正常年景
,

亩产粮食不过百来斤
,

遇上灾年
,

有些地块便顺粒无收
。

曾流

传着这样的歌谣
: “
穷山恶水种地难

,
既怕涝来又怕早

,

十年就有九年歉
” , “

沙子岭
,

早

龙岗
,

石头碴上种谷粮
,

耕地碰断犁
,

锄地 叮当响
,

靠山无柴烧
,

种地不打粮
” 。

在帝国

主义
、

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这
“
三座大 山

”
的残酷压迫剥削下

,

贫下中农过着啼饥

号寒的悲惨生活
,
吃的是

“
早上糠饼两手捧

,

晚上糊粥照人影
” ,

有的家破人亡
,

骨肉分

离 ; 有的逃荒要饭
,

流落他乡
。

解放后
,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
,

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

依靠组织起来的智慧和力量
,

以老愚公挖山不止的必胜决心和顽强毅力
,

重新安排厉家

寨的山山水水
。

经过年复一年
,

百折不挠地改天换地的战斗
,

俺这里发生 了翻天复地的

变化
。

耕地整成 了稳产高产的
“
三化 ,,( 水平梯 田化

、

水利化
、

地堰绿化 ) 园田 , 害水变

成 了利水
,

打水井 86 眼
,

建水库
、

塘坝 36 座
,

开挖干渠 42 华 里
,

水 浇 地 面积 达到

90 % , 栽果树 3 万多棵
。
机械化

、

电气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
,

粮

食产量连 年增加
, 1 9 7 2 年以来

,

连年亩产超过 了千斤
,

今年的小麦又是一个大丰收
。

谈

到今 日的厉家寨
,

干部
、

群众会高兴地说
: “
三化

”
园田布山岗

,

库塘连环渠成 网
,

松柏

长青杨柳绿
,

花果满 山稻谷香
,

电灯闪闪光灿烂
,

机器隆隆传 四方
,

革命生产结硕果
,

荒山秃岭变粮仓
。

十八年来
,

俺厉家寨始终高举
“
愚公移 山

,

改造中国” 的红旗
,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

纲
,

以大寨为榜样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深入开展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

大革命运动
,

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

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

主义形而上学和孔老二的
“
天命论

” ,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 心

。

抓革 命
,

促生

产
,

全面贯彻农业 勺、字宪法
” ,

实行科学种 田
,

人变
、

地变
、

产量变
,

农业生产不断取

得新成就
。

下面主要谈谈俺厉家寨大 队是怎样用毛主庸的哲学思想为武器
,

战穷山
,

斗恶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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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产条件
,

实行科学种田的
。

坡 地 与 园 田

农业 勺、字宪法
”
把

“
土

”
摆在第一位

。

土是农作物产量 的基础
,

俺厉家寨这个基

础最薄弱
。

旧社会遗留下来几座穷山薄岭
,

农 田挂在山坡上
,

表土薄
,

底层是坚硬的石

碴
,

既不保水
,

又不保肥
,

一遇 山洪冲刷
,

表土流失
,

变成童山秃岭
,

寸草不生
。
因此

,

要改变厉家寨的面貌
,

首先必须解决土层薄
、

地不平这两个大问题
,

为农作物生长打下

基础
。

于是一场坚韧不拔的改土斗争打解放那天开始就成 了我们向穷山薄岭要粮的一项

重要任务
。

这场斗争经历 了叠地
、

深翻
、
“ 二合一

”
梯 田

、 “
三合 一

”
梯 田和

“
三化

”
园田

这样五个反复曲折的发展过程
。

叠地
,

开始于 1 9 4 9 年
。

就是在一块地中
,

把土层薄的地方的土
,

全部叠到土层厚 的

地方来加厚上层
。

这种方法 虽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

但出现 了土地越叠越小的新矛盾
,

群众说
: “
一亩地叠三年

,

围着锅台打转转
。 ”

1 9 5 1年
,

老贫农厉 日云领导的互助组在西 山根
,

将 10 亩青石碴子地深翻 了 1 尺深
,

种上 了谷子 , 老贫农厉守福领导的互助组在葡萄山下
,
深翻了 2 0 亩薄石碴 子地

,

种上了

花生 , 产量都比没深翻的高 1倍
。

有 了样板 田
,

带动一大片
。

俺厉家寨大队党总支
,

抓

住 了这个活样板
,

立即制订了一个深 翻整地规划
。

要在这三 山五岭上
,

把 5 , 。00 多亩石

头碴子地全部深翻一遍
,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 困难是很多的
,

但是贫下 中农敢于

藐视 困难
,
我们一遍遍地学 习《愚公移 山》 ,

开展一场场大讨论
,

使大家认识到
:
在人与

自然这对矛盾中
,

人是主要的
,

是决定的因素
。
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作用

,

深翻

整地 改造 自然的斗争就一定会成功
。
深翻土地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 了

。

到 1 9 5 3 年
,

我们

深翻地 400 亩
,

获得了大幅度增产
。

但也有减 了产的
, “
石人顶

”
一块

,

就是其中一例
。

这块地一头熟土厚
,
一头熟土葱

,

厚的一头增 了产
,

薄的一头减 了产
,

这是什么原 因呢 ?

不分土质和 土层厚薄
,

千篇 一律地都采取生熟土混合翻地的方法
,

是造成庄稼减产的重

要原因
。

不 同质的矛盾就得用不 同质的方法来解决
。

自 1 95 4年 以后
,

我们便采取 了三种

不同的深翻整地方法
。
一种是熟土在上

。

对多数土层薄
、

底层都是石碴坚硬的地 改用了

熟土在上的深翻方法
。

一种是两生夹 一熟
。

适用于土层较厚
,

底层是较易风化的砾土和

沙质粘土
。

这类土壤在厉家寨占30 %
。

这样深翻
,

形成中间一层熟土
,

底部和上部各有

一层生土的新土层结构
。

这种深翻 方法
,

要在秋冬季节进行
,
以便表层生土风化

。
一种

是生熟土混合
。

应用于土层较厚的深沙土地
。

方法是撅刨锨翻
、

二犁套耕
。

到 1 9 5 7 年春

耕前
,

我们通过上述三种深翻整地方法
,

将 5 , 。00 多亩耕地 全部深翻一遍
,

土层 由原来

的 2一 3 寸加厚到 1
.

2一 1
.

5 尺
。

旧过程完结 了
,

新过程发生 了
,

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
。
翻过 的地

,

每到雨季都要

被大 雨冲毁庄稼
,

卷走刚刚深翻过的表层土壤
,

甚至翻多深冲多深
。
怎么办呢? 经我们研

究
,

给深翻过 的梯 田包地堰
,

培堰埂
。

先根据地形坡度大小
,

定好等高线
,

通过裁宽补

窄
,

取长补短
,

结合深翻先培起堰埂轮廓
,

然后
,

用深翻地的生土将 土埂砸实
,

形成 了
“
二合一

”
梯 田 (深翻整平加包培堰埂 ) 。

但
“
二合一

”
梯 田经过两年的实践考验

,

仍有

局部冲刷和雨后 内涝现象
。

于是
,

从 1 9 5 5 年开始
,

随着高级社的成立
,

又掀 起了 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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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一

”
梯田的运动

。

“
三合一

”
梯 田

,

就是在
“
二合一

”
的基础上

,

再加上挖水平沟
、

沉淤坑
,

修水簸

箕这套排水 系统
。

水平沟是挖在上层梯 田的堰埂下
,

在水平沟的一头
,

再挖上沉淤坑
,

在沉淤坑的地埂上用块石砌成水簸箕
。

这样在大雨时
,

地里多余的雨水
,

流进水平沟
,

经过沉淤坑
,

把挟带的泥沙沉淀在坑里
,

然后从簸箕 口稳缓地流出地外
。

至 1 9 5 6年
,

便

将 3 , 。 00 亩山岭薄地改造成为
“
三合一

”
梯 田

,

粮食作物亩产达到 了 5 50 斤
,

比解放前

增长了 4倍
,

花生亩产 200 斤
,

比解放前增长 3 倍
。

革命路上不平静
,

征途处处有斗争
。

1 9 6 0年夏季
,

一场特大的暴雨来临
,

意外的事

情发生 了
:

经受了几年考验的
“
三合一

”
梯田

,

有不少又被冲得 壑壑牙牙
。

天队党总支

立 即召开 了会议
,

再次领着大家学习 了毛主席的哲 学著作
,

遵照毛主席关于
“
一个正确

的认识
,

往往熏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

由精神到物质
,

即由实践到认识
,

由认识到实践

这样多次的反复
,

才能够完成
”
的教导

,

发动大家进行 了调查研究
,

通过观察
、

试验
,

终

于找到了水上流失的新规律
:

原来 以前整的
“
三合一

”
梯田

,

土层上面平
,

土层底面不

平
,

里高外低
。

渗到梯 田底部的水
,

又向堰外渗透
,

从而造成地堰坍塌
。

随着问题的发

现
,

改建上下两平的
“
三化

”
园田的战斗开始了

。

“
三化

”
园田是把梯 田内活土层 以下的硬底整平

,

使梯田地表面和地下层一样平
,

在大雨季节
,

可以使地面径流与底层径流都能流到梯 田的水平沟内
。

同时在地堰上又栽

上了棉槐
、

桑树
、

红草
、

金银花等
,

并全部修建 了灌水系统
。

这就是现在的
“
上下两平

防水害
,

土层深厚松又谊
,

高标准的建筑物
,

果
、

桑
、

条
、

草
、

金镶边
,

涝能排
,

早能

灌
,

稳产高产不靠天 ” 的梯田
。

水 害 与 水 利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在改变生产条件
,

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实践 中
,

俺逐步认识

了治水与 治土的相互关系
:
治土不治水

,

自白跑断腿 ; 治水不治土
,

有水没用处
。

因此
,

俺在治岭整地
,

改 良土壤的 同时
,

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除水害兴水利 的战斗
。

俺这里的土地
,

多是分布在山岗坡上
。

几 日不雨就小早
,

一旦 山洪暴发又刮地皮
,

冲庄稼
。

但是
,

开始对
“
水 ” 认识的不够全面

,
只想到兴利

,
没考虑 除害

,

虽然搞了一

些引河
、

打井工程
,

在抗旱夺丰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

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早
、

洪灾害
。

后来
,

党总支和千部
、

群众认真分析研究 了厉家寨的 自然状况
,

找到 了把水害变为水利

的新门路
。

1 9 5 5年冬天
,

俺在三山五岭下摆开 了战场
,

11 座小水库一齐上马
,

苦干 了一

个冬春
,

胜利建成
,

容水达 40 多万立方
。

接着又一鼓作气开挖 了排水沟
,

配上灌溉渠
。

这样
,

每座塘坝能蓄
、

能灌
、

又能排
,

起到 了防水患
、

抗干早的作用
。

这一批小水库的兴建与利用
,

进一步增强 了俺变水害为水利
、

实现山区水利化的信

心
。 1 9 5 8年春天

,

在毛主席光辉批示 的鼓舞下
,

大队党总支决定在
“
九龙石

”
下筑一道

沙下拦河坝
,

把大山河底的潜流水逼上来
,

发展灌溉
。

广大群众一个个拍手欢迎
。
一小

撮阶级敌人却散布谣言说
: “
九龙石是龙眼

,

挖出水没法管
。 ” “

人有人道
,

水有水道
,

更

了水道
,

必定遭殃
。 ”
俺根本不听孔老二的那一套

。

贫下 中农坚定的回答
:
我们有战无不

胜的毛泽东思想
,

就是要管天管地
,

管山管水
,

牵着龙王走 ! 截潜流工程破土动工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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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名党
、

团员和青年组成突击队
,

担当挖沙清基的艰巨任务
。

经过 60 多个日日夜夜
,

轮流奋战
,

终于建成了一座长 1 40 米
、

宽 8米
、

高 5米的沙下拦河坝
,

扩大水浇地 5 00

多亩
。

但是
,

俺大队兴修水利的过程中
,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 19 62年

,

遇到 了一场大暴雨
,

山洪滚滚
,

冲垮了大山河提
,

淹没 了 5 00 亩庄稼
,

有的地块深翻起来的土层全部被洪水

带走
。

原因在那里 ? 毛主席说
: “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

,

一定要使

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

如果不合
,

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

” 总结经验教训
,

俺

找到 了
“
水是一条龙

,

从上往下行
,

治下不治上
,
自搭一场工

”
的治水规 律

,

从此
,

便

开展了全面的治水战斗
,

按照水系
,

上下一齐治
,

山河同时治
。

为了疏导山洪
,

在葡萄山半腰开一道围山河
,

使竖水横流
,

工程是 比较艰 巨的
。

但

是
,

俺坚信
:
愚公移山精神

,

能叫高山低头
,

河水让路
,

葡萄山就是钢打铁铸的
,

也要

把这条
“
河

”
挖成

。

顶住 了阶级敌人的破坏
,

冲破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
,

党总支书记

厉 日耐带领贫下中农开上 了葡萄山
。
一锤锤一钻钻

,

凿开青石板
,

闸起一道道 山沟
。

长

90 0 米
、

宽 2
.

5 米
、

深 1
.

5米的围山河建成了
。
它拦

、

缓了山上的洪水
,

保护了山下的

梯田
。

矛盾总是不断发生
,

人们又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
。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
,

水浇地面积从无到有
,

由少而多发展着
。

但是
,
山坡

、

岭顶上的大部分梯田仍然浇不上

水
。

怎么办 ? 1 9 6 4年
,

毛主席发出了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

,

俺决心以大寨为榜样
,

战天斗地
,

牵水上山
。

大队党总支带领干部
、

老农
、

技术员三结合的水利调查小组
,

魏

山越岭
,

对厉家寨的地形和水势全面进行了实地勘察
,

按照拦
、

蓄
、

灌
、

排结合
,

尽量

扩大自流灌溉的原则
,

作出了在大山河上游的
“
龙潭沟

” , “ 龙门沟 ” 修两座水库的计划
。

但是
,

计划一提出
,

就有的人摇头表示怀疑
,

说什么
“
这样的水库三面靠山

,

水不会擂

翅飞出来浇地
,

怕是墙上画饼— 好看不能吃
。 ” 大 队党总支没有屈服于大 自然的压力

,

认为只要以大寨为榜样
,

分充地依靠群众
,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就能正确地认识 自然

和改造自然
。

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 回顾了一场场治 山治水的经过
,

鼓舞了斗志
,

下定决

心
,

纷纷表示
:

当代愚公能胜夭
,

龙王不走我们牵
,
我们就要靠愚公移山的精神

,

给水

插上 “ 翅膀
” ,

让它飞上三山五岭
,
流进层层梯田

。

克服了思想阻力
, “
龙潭

”
水库首先动工 了

,

全大队来了个总动员
,
男女 老 少 齐上

阵
,

大家吃住在工地上
。

当时正值隆冬腊月
,

天寒地 冻
,

也没有叫苦说累的
,

那里困难

那里干
,

那里艰险那里冲
。

都说
:
心里想着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

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

大

干苦干一冬春
,

容水 120 万立方的
“
龙潭

”
水库建成了

,
继而又环绕葡萄山开挖 了 10 里

长的干渠
,

把库水引上岭顶
。 1 9 6 5年

,

俺又建成了
“
龙门

”
水库

。

从此
,

拔掉了大 山河

的害根
,

全大队80 %的土地实现了自流灌溉
。

为了解决水库位置高移后出现的来水面积不大
,

多蓄水有困难的矛盾
,

俺就采取跨

流域调节水量的办法
,

即在水库两侧的山坡上
,

挖截水沟
,

把外流域的水顺入水库内
,

增加一部分水量
。

同时
,

开挖干渠与闸山沟
、

修塘坝
、

排洪
、

交通等工程结合起来
,

俺

叫这种做法为
“
长藤结瓜 ” ,

做到蓄
、

排
、

灌三位一体
,

发挥更大的水利效益
。

1 9 7。年以

来
,

为了使儿个顶子上的 7 00 亩不能自流灌溉的土地
,

也变成水 浇田
,

俺就在葡萄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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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建设电灌站
,

在凰凤岭与石人顶之间架起大渡槽
。

1 9 7 3年
,

通过大早的考验
,

俺发现

地下水的潜力大
,

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

拼干 了 20 多天
,

在大 山河边打 出了一个大 口

井
,

用机器把水送到
“
龙潭

”
水库于渠

,

保证 了抗早用水
。

经过 2 0多年的艰苦奋斗
,

水利化 问题在俺厉家寨大队基本得到解决
,

达到 了梯田一

层层
,

库
、

塘步步高
,
分段蓄水

,
分段灌溉的要求

。

按照水库位置高低合理配水
,
让 高

山水库浇 山岗
,

中层水库浇岭坡
,
河底潜流浇平川

,

梯田整到那里
,

渠道通到那里
,

库

水流到那里
,

扩大 了自流灌溉面积
。

单 作 与 套 作

过去
,

俺大 队由于土壤瘩薄
,

那时种庄稼都是一年一作
,

或二年三作
,

单位面积产

量很低
。

随着
“
三化

”
园田的建立和水利化的实现

,

俺决心改变旧有的耕作制度
,

大 搞

间作套种
,

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针对这一新课题
,

俺大队贫下中农
,

按照认识从实践

始的这一唯物辩证规律
,

进行了实验研究
,

创造 了大构麦套种这一新的耕作制度
。

在这项种植革命中
,

俺首先开展 了革命的大批判
,

狠批 了叛徒
、

内奸
、

工贼刘少奇

所散布的
“
爬行主义

” 、 “
洋奴哲学

”
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

坚决走创新的道路
。

在此

基础上
, 1 9 6 6 年秋

,

大 队党支部书记厉 日耐同志先在第八生产队试种了 42 亩大沟麦套种

试验田
。 196 7年收获的结果是

:

第一季小麦亩产 2 80 斤
,

套种的春地瓜亩 产 了00 斤瓜

千
,

麦收后套种的秋高粱亩产 2 00 斤
,

全年混合亩产超过了千斤
。

此后大沟麦套种逐年

扩大
,

到 1 9 7 4年扩大到 1 , 400 亩
,

第一季小麦高产地块亩产达到了 6 00 一7 00 斤
,

第二

季套种的地瓜
,

高产地块亩产突破 了千斤瓜干
。

大 沟麦套种这项新的耕作制度
,

经过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

它 比单作有很多好处
,

俺

把它概括为 四句话
:

扩大复种面积
,

解决两大矛盾
,

达到六个有利
,

促进全年高产
。

扩

大复种面积
,

是这项新作制度的主要优点
。

实行大沟麦套种后
,

一年两作或一年三作
,

使复种面积扩大 了 1一 2 倍
。

它解决了作物争春
、

粮油争地的矛盾和农活集中劳力紧张

的矛盾
。

它有利于集中施肥
,

有利于避风挂雪
,

有利于防早浇水
,

有利于充分利用全年

生长季节
,

达到 大地不露 白
,

一年四季青
,

有利于发挥各种作物之间的互利作用
。

因而
,

提高 了单位面积总产量
。

实行大沟麦套种这一新的耕作制度的措施是什么呢 ? 俺在实践中体会到
,

关键是先

种好第一季作物大沟麦
,

主要有 5道工序
:

1
.

整地灭茬
。

秋作物收获后
,

立即浅耕灭茬
,

整平地面
。

2
.

开沟扶垅
。

用犁扶成地瓜垅
,

垅距是根据第二年计划套种的不同作物灵活掌握
。

如春季垅顶套种窝地瓜
,

垅距为 2
.

4一2
.

6 尺 , 如套种 3行小花生
,

珑距为 3
.

2尺
。

3
.

集中施肥
。

扶垅后
,

把全部基肥集中溜在沟内
。

4
.

加深沟底
。

集中施肥后
,

再用 犁在沟底深穿 4一 5 寸
,

琉松土壤
,

混合肥料
。

5
.

适期早种
。

大沟麦因种在沟底
,

前期温度低
,

要比一般小麦早下种 10 天左右
。

播

种的方法是用三腿播种机在 6一7 寸宽的垅沟 内播种 3 行小麦
。

第一季作物大沟麦种好后
,

来年春季和夏季分别套种第二季和第三季作物
。

套种的

方式主要有 3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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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 沟麦春季垅顶套窝地瓜
,

收割小麦后
,

在沟内套种高粱
。

2
.

大沟麦春季垅顶套种花生
,

收割小麦后
,

在沟底套种 1行玉米
。

3
.

在秋季种小麦的 同时
,

在垅顶套种 1 行绿肥— 若子 ; 来年春季压青后套种春地

瓜或在收小麦前半月套种春玉米 ; 小麦收割后
,

在沟底套种 2行大豆
。

真 种 与 劣 种

毛主席指出
: “ 有了优良品种

,

即不增加劳动力
、

肥料
,

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
。 ”
农

业生产条件千变万化
,

农作物生长活动 日新月异
。
俺厉家寨大队的广大干部群众由于坚

持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种 田
,

在农作物种子革新方面也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

促进了各种农作物高产稳产
。

在农业合作化之前
,

俺用在生产上的种子是
: ` 小芒麦

、

笨地瓜
,

黄豆种的小白英
” ,

农业合作化时期改种上了 “ 金皇后
、

泅三八
,

胜利百号大地瓜
” , 而现在用在农业生产上

的良种是
: “
小麦

、

花生十几个
,

玉米
、

高粱杂交化
” 。

仅引用良种 一项
,

就提高粮油作

物产量 30 %以上
。

良种增产
,

劣种减产
,

是不言而喻的
。

但俺在生产中也还发现
,

良种劣种仅是个相

对的概念
,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

俺作过这样的试验
:

在肥水条件高的 “ 小南湖
”
里

,
种

上喜肥水
、

抗倒伏的
“
灿包

”
小麦

,

亩产能突破 900 斤
,

这证明
“
灿包” 麦是 个 良种

。

但在土质瘩薄的岭地上种的
“
灿包

”
小麦

,

却因不耐清薄和土少砂多而不及
“
济南二号万小

麦
,

由良种转化为劣种
。

反之
, “
济南二号

”
小麦种在土质好一点的地氧 也会因不耐大

肥水而倒伏
,

由岭地的良种位置转化为劣种
。

因此
,

我们在生产上根据
“
三性 ” 科学地

选用各种作物良种
。

所谓
“
三性

” ,

就是
“
天性

” (温
、

湿度
,

早
、

涝等 )
、 “
地性 ” (土壤性态 )

、
“ 个性

”

(良种特性 )
。

如 当前俺对小麦良种的安排是
, “
细包 ” 麦是个

“
大肚子汉

” ,

既能吃又高

产
,

并且秆矮
、

抗倒
,

根据这一
“
个性

” ,

把它种在土质肥沃
、

肥水条件好
、

亩产 8 00 斤

以上的丰产田里
。 “
场选四号

” , “
济南十号

”
小麦

,

适应 山丘薄地
,

有抗干早的
“
个性

” ,

就

把它安排在山岭薄地里
。

再如花生
,
把不耐涝

,

雨季易生芽的“ 伏花生
”
种在岭地里

,

把

喜肥水的 “ 小麻叶” 、 “
蓬莱一窝猴 ” 花生安排在土质较好的地里

。

由于
“
三性 ” 得到相

对统一
,

这就充分发挥了各个良种的增产效能
。

俺在变革良种的斗争实践中还认识到
,

良种的增产性能不是静止不变的
,

不变是相

对的
,

变是绝对的
。

良种变劣种一个重要原因
,

是由于栽培条件不当和缺乏精心地选择
、

培育
。

所以
,

种子必须不断地选育
,

选育的过程
,

就是一个不断
“
吐故纳新

”
的过程

。

有人说
:

某某种子退化了
。
我们认为

,

这种说法不全面
,
因为有退化就必有进化

。

不注

意选育
,

退化就成为主要矛盾方面 , 注意选育
,

进化就成为主要矛盾方面
。

进化与退化

也是相对的
,

是可以转化的
。

俺厉家寨大队的社员
,

摸透了良种的脾气
,

为了保持良种的优 良性能
,
又研究创立

了一套良种选育办法
,
即

:

在建立
“
三田

”
的基础 上

,

实行
“
一 评

”
加

“
三 定

” 、 “
三

去 ” 、 “
四不选 ” , “

四专 ” 保
“
三防气

“
三田 ” ,

就是良种试验田
、

良种示 范田和种子田
。

良种试验 田
、

良种示范 田设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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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实验队内
,

任务是摸
“
三性” ,

试验
、

鉴定由外地新引进的良种
,

将成功的种子放在示

范田内保纯
、

示 范
。

种子 田设在生产队内
,

任务是接受大队示范田所供应的种子进行大

量繁育
、

选择
,

供大田用种
。

“
一评

”
加

“
三定

” ,

是指对多种作物的种子 田在选种前由千部
、
知识青年

、

贫下 中

农组成三结合的评选小组
,

进行一次评选
,

决定取舍
,

进而定选种标准
、

定选种数量
、

定

选种人员
。

“
三去 ,,t’ 四不选

”
是规定在片选或穗选时应掌握的技术标准

。

“
四专

”
保

“
三防

”
是指在收获各种作物良种时

,

要做到专人收获
、

专场打晒
、

专

仓储藏
、

专人管理
,
达到防杂

、

防虫
、

防霉烂的目的
。

控 制 与 促 进

俺这里所说的控制与促进
,

是指如何施用肥水而言
。

随着肥水条件的改变和产量的

提高
,

在生产上又出现了不少新矛盾
,

需要去解决
。

小麦是俺大队的主要作物
,

每年种植面积都在 2 , 5 00 亩左右
。

1乡7 0年前
,

小麦产量

不高
,

主要矛盾是肥水条件的不足
。

所 以在管理上
,

主要以肥水促进为主
。

然而矛盾着

的双方
,

依据一定的条件
,

各向着其相反 的方面转化
。 1 9 7 0年以后

,
肥水条件改进了

,

亩产进入 了00 一 800 斤 以上的高产麦 田
,
又碰到倒伏这个

“
拦路虎

” 。

造成小麦倒伏的主

要原因是未能科学地施肥和浇水
。
因为施肥

、
浇水也和其他事物一样

,

无不都具有两重

性
,

施的得当就增产
,

施的不当就倒伏就减产
。

因此
,

俺通过试验
,

对不同产量要求的

小麦
,

采用 了 3 种不同的肥水控
、

促
、

管理措施
。

对亩产 7 00 一 800 斤 以上的小麦丰产 田
,

采取
“
两促一控

” 。

这类麦田在年前进行第

一次大肥
、

水促进
。

来年返青后
,

麦苗黑绿
,

叶子下垂象个 “猪耳朵 ” ,

每亩总分策达到

了 14 。万以上
,

这时要加以控制
,

也就是不追肥
、

不浇水
。
否则

,

兢会使好事变成坏事
,

造成苗子过旺
,

分桑过多
,

田间光照不足
,
后 期大量倒伏

。

这类麦田进入拔节期
,

再进

行第二次大肥水促进
,

这样管理
,

可以使高产的小麦
,

壮而不旺
,

亩穗数多而不过
,
肥

水大而不倒
,

达到穗多
、

穗大
、

籽粒饱满的要求
。

对亩产 5 0。一 6 00 斤的麦田
,

采取
“
三促一蹲

”
的肥水控促方法

。

这类麦 田在年前进

行第一次肥水促进后
,

来年起身期
,

麦苗青绿
,

叶挺而不披
,

象个
“
驴耳朵

” ,

每亩总分栗

80 一 100 万
,

这是壮苗的象征
,

可以进行第二次肥水促进
。

但从起身以后至拔节期却需

一蹲
,

适当控制肥水
,

目的是不使小麦第一茎节拉的过长而造成后期倒伏
。

当底部第一

茎节拔出地面 3 厘米高时再进行第三次肥水促进
。

对亩产 5 00 斤以下的麦田
,

采取
“
三促到底

”
的方法

。

这类麦 田没危险
,

可以充分

利用它不倒伏的有利方面
,

克服其产量低的不利方面
,

分别在年前
、

返青
、

拔节这三个

生 育阶段
,
用大肥大水一促到底

。

种玉米
、

种花生同样有控促问题
。

那还是 1 9了。年前的事
,

俺搞了 10 亩玉米千斤试

验 田
,

亩施基肥 1
.

5万斤
,

苗期
、

拔节期
、

抽穗期
、

灌浆期追 了 4 次肥
,

浇了 4 次水
,

每亩共追硫酸按 1
00 斤

,

玉米从苗期就黑油油地长起来
。

由于俺 当时认识不到玉米生长

的内在规律
,

对玉米这种长相
,

充满了盲 目乐观情绪
。
玉米长到 3 米高还不败劲

,

肥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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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子布满了行间
,

但玉米棒却很少
,

亩产仅 4 00 多斤
。

这是 怎么 回事呢 ? 通过观察
、

试验认为
,

主要有 3 个原 因
: 1

.

苗期肥料过大
,

浇水过勤
,

使玉米节间拉的过长
,

影响

了叶腋 间的芽子形成玉米棒 , 2
.

后期追肥过多
,
玉米贪青晚熟 , 3

.

叶子肥 大
,

过早封 了

行间
,

影响了通风透光
。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

通过分析总结
,

批判了所谓
“
种地不

用问
,

全靠水和粪 ” 的形而上学观点
,

并连续进行了几年的试验
,

找到 了玉米 比较科学

的促控方法
。

在 一块玉米丰产 田中
,

亩施基肥 1
.

5 万斤
,

迫肥采用了苗期控制
、

拔节轻

促
、

抽穗前重促 的措施
。
即苗期不追肥

,

拔节期每亩追硫酸按 20 斤
,

抽 穗前追 硫酸按

40 斤
。

同时根据当地
“
有钱难买五月早

,

六月连阴大丰产
”
和

“
前期靠

,

中期泡
”
的农

谚
,

浇水也来了个前期控
,

不浇水进行蹲苗 , 拔节期进行轻促
,

浇
“
跑马水

” , 抽穗前进

行大水饱浇
。

这样督理的玉米
,

前期由于蹲苗防止徒长
,

促进了幼穗分化 ; 拔节至抽穗

前重促
,

促进 了棒大
、

粒多
、

粒重 , 后期不追肥又防止了贪青晚熟
。

这块玉米丰产田第

一次在俺厉家寨大队的玉米丰产史上
,

写下了亩产 1 , 032 斤的高产记录
。

这种促控方法
,

已应用到近几年的玉米生产中
,
促进了玉米稳产高产

。

此外
,

还根据花生在整个生育期中叶色有
“
两绿两黄

”
的变化规律

,

总结出一套
“
两

促两控
”
夺高产的肥水控促方法

,

解决 了因施肥不当
,

秧子徒长
,

后 期倒秧的矛盾
,

夺

得了大面积花生高产
。

毛主席指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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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回顾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农业生产的斗争过程

,

俺深刻体会到
,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
,

人们的认识也永远没 有止境
。
坚 持 斗

争
,

才能不 断取得新胜利
。

当前
,

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更加意

气风发
,

斗 志昂扬
,

把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同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

进

一步树立了
“
愚公移 山

,

改造中国
”
的雄心壮志

,

决心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

经过

千部群众讨论
,

制订 了 1 9了5一 1 9 8 0年治山治水的新规划
:

在大山上开挖一道围山河
,

使

水不下山
,
河滩造良田 , 削平五岭建平原

,

土地小块并大块 , 明渠改暗渠
,

土渠变石渠 ,

搞好科学实验
,

加强土地的养护和利用 ; 大力发展机械化
、

电气化
。

今年
, 500 名 治山

治水大军
,

已经开上了大 山
,

向大山展开 了新的进攻战
。

在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指引下
,

俺要不断地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农业生产
,
改变生产条件

,

提高生产水平
,

建设

高标准的旱涝保丰收的稳产高产 田
,

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做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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