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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坊 一 九 五 二 年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至 国 各 地 有 关 防 旱 、 

抗旱 工作 轻 验 文 件 的 车 和 ,其 中 包括 中 央 的 指示 各 地 的 铀 

查 报 告 和 克 台 等 十 五 篇 ,未 附 既 文 一 篇 ,最 近 重 印 时 又 增 录 

“ 关 基 抗旱 耕作 洗 ” 一 篇 , 可 供 各 地 味 村 工作 干部 之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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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秋 夺 我 国 农 业 生 产 的 威 确 ， 是 普 沁 、 甩 重 而 有 历史 性 
的 。 一 般 来 共 ， 黄 河 以 北 地 区 ,两 量 不 足 , 特 别 是 春季 人 缺 雨 ,每 

iti 

| 年 常 有 轻重 不 同 的 春 旱 发 生 ; ATK, SFR ER 

多 ,但 雨量 的 季 季 分 配 不 与 常 在 夏 、 秋 人 发生 乾 旱 。 因 而 肛 重 地 
影响 到 酒 时 播种 、 插 秧 和 至 年 收成 。 拿 近 四 年 来 的 情况 来 就， 
一 万 五 一 年 至 国 受 旱 面积 共有 -全 三 千 多 蓝 卖 ; 一 九 五 二 年 
是 风调雨顺 的 一 年 ,但 至 国 仍 有 二 千 多 万 斋 农 田 遭 受 旱 秋 ; 一 
九 五 三 年 公国 有 一 全 三 千 八 百 七 十 多 万 套 农 田 受 旱 ， 北 方 地 
区 在 播 期 间 旱 象 严重 ， 长 江 以 南大 部 省 份 在 入 夏 以 后 久 晴 不 
雨 ,旱情 持 粮 两 个 多 月 ;一 九 五 四 年 江淮 流域 发 生 百年 少 有 的 
悉 重 洪水 ,而 部 分 省 份 仍 有 旱 象 发 生 , 受 早 面积 禄 不 完全 统计 

” 狗 达 六 千 六 百 多 菌 南 。 cna NEN 

以 北 地 区 发 生 , EAL AES FG BS ee FO Thi TT NV i YF 

Tits U3, 05 FR EAE sey ete 

PRR Te» AB WEAR BER EP BSE ee BRA BB HE BY 

3ST, PARR S ABU RUS RPS? IR EME Be is_L Rais 
SATE SRA OH TAs IRS S BAR WBE . 

水 利 ， 发 展 农 田 灌 浙 ; PKK, 合理 利用 水 源 ; 贯 徽 防 旱 保 

丧 , 水 土 保 持 耕 作 方 法 ;实行 抗旱 播种 , 蔷 秧 保苗 ;因地制宜 播 

种 耐 旱 作物 ; 培 施 有 楼 质 肥 料 等 。 所 有 过 些 径 验 , 对 讼 防止 旱 

Se 保障 晨 产 泪 收 ,都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A ee a J REE AR RICE eat 

五 篇 ， RRA 附 评 文 一 篇 ， Fe St RA BSE cE ARR ED. 

但 由 於 我 们 掌握 的 资料 不 多 ， 和 希望 各 地 蔚 者 多 适 些 有 关 各 方 

面 的 资料 答 我 们 ， 以 人 备 日 后 补充 ， 使 各 本 韦 的 内 容 更 加 电 富 

起 来 。 又 因 我 国 地 域 玫 关 ,各 地 自然 修 件 和 耕作 制度 都 不 很 一 

致 , 书 中 所 介 狠 的 径 验 ， 不 一 定 对 每 个 地 区 都 能 适合 ， 而 应 结 

合 当地 具体 人 条件 加 以 研究 和 有 运 用 。 最 后 ,希望 各 地 著者 对 本 书 

多 提供 意见 ,以 便 在 再 版 时 得 以 修正 。 



中 国共 产 赏 中 央 委 员 会 

关於 保证 执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务 院 防 旱 .抗旱 的 决定 指示 

帮 评 一 九 五 一 年 在 二 十 二 个 省 区 中 售 有 大 部 或 局 部 地 区 

先后 发 生 轻 重 不 同 的 旱 伙 ,特别 是 北方 地 区 ,和 人 冬 以 来 雨 雪 称 

>, eS SR, EERE BRS. Bi aS 

AIMS LE BREMEN, AGRE 

是 有 决定 意义 的 ， 而 一 九 五 二 年 再 一 次 取得 农 产 亿 收 就 是 实 

现 毛 主 席 “ 增 加 生产 改行 节 狗 以 支持 中 国人 民 志 愿 军 ” 的 指 

示 之 有 力 的 保 苹 ， 就 能 使 我 们 有 更 好 准备 的 向 计划 远 洲 建设 

RIE, Ak, FRRBY AS ARP ILA REE Be Bl 

RAT FABER SE URS Re” AACE We 

WEAR LAE .B S E BEE RATS RIK IR 

BEBE Pw FAR RA A EME TaD SPY 

A eH ee As — eS CS SE 

FEELERS FS BRP CE», Ube ra Se ace NS 

OO) A PZ 2 in 8 (村 ) SUE BOB BRA CRE 

5 Jk» SEF FT REE EE 9 AR PARE BF» RF 

春耕 。 在 春耕 下 种 之 后 ,届时 县 马上 的 反 食 活 、 反 浪费 反 官 傣 

主义 运动 也 将 大 体 完 成 ， 可 以 有 一 批 比较 允 而 有 轻 验 的 干部 

派 到 农村 中 去 然后 再 在 区 、 乡 两 级 展开 反 食 污 \、 反 浪费 \ 反 官 

«Te 



傣 主 义 的 运动 。 粮 之 , 反 仿 污 \ 反 滔 费 \ 反 官 优 主 义 的 运动 是 必 
须 贯 徽 到 底 的 , 但 切 勿 因此 而 违 苦 时 ， 影 唤 春 耕 , 否 则 就 要 犯 

更 大 而 更 严重 的 官僚 主义 钳 避 。 
PHAARPREAAG 1 一 轧 五 二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务 院 

BRAT AB ASPET 
抗旱 运动 的 决定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和 八 日 政务 院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次 政务 会 议 通 过 ) 

Sad, 

去 年 秋 ̀ 冬 以 来 ,北方 地 区 , 雨 雪 稀 少 , 土地 乾 旱 , 过 种 情 
M9 BREE > AE FEB AG » IE AT HERE CAR IR, 

FA Se eB PE EAE EA ESE AE, AER 
反动 统治 时 期 ?水 利 类 修 , 山 林 人 破坏 ， 伙 害 更 加 频仍 。 解 放 和 后 ， 
公 国 人 民 在 各 压 政 府 秒 遵 下 ， 向 各 种 自然 秋 害 的 问 等 跌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就 ,但 对 防 早 、 抗 旱 则 因 事 先 重视 不 足 , 早秋 依然 
fice ta He BE AS 2 SEE FE 

FU EL ALA, RS | RR 
HF BY) 4b SH IL, WE, TEA A eH 
FER AEE TIES SMA K+ Tas 
ae MIR RSE= TA Bw (EER RRA, FEM 
不 论 南 方 、 北 方 ) 不 分 春 、 夏 、 秋 季 , 都 有 发 生 旱 秋 的 可 能 。 

现在 即 届 毒 耕 ， 如 果 各 地 特别 是 雨量 不 甚 充足 的 北方 地 
区 的 各 和 级 借 壮 对 旱 伙 的 严重 性 认识 不 足 ， WEEKS ER 

e 9 « 



少 的 事实 不 予 髓 重 注意 ， 不 从 历史 性 的 伙 害 中 取得 深 列 的 数 

wll, Wee, II-B REAL, SEA E Re BIB KAA 

7 WEY HE Sse eS EC SS RAY RE RS AS 

UTE BABY TD 5 BRAT EB BD ARSE MIR AY RE, 

Ps Hes FE lB a HR is i TAS a ES HK SS J, a 

BRR EER APS, SERRE Hn RS, Ho CE 

hi Te Aaa, SRO) HER, BAR EZR 

性 的 防 旱 、 抗旱 运动 。 

=) 

FCA ERE BA A RA BSE RS RE 

FUT SE, Ha HSE RE a EIT AY 9 3 RA Be Se 

FE REDAARE, WRK, BRSEKS Pe 

3H 38 BA eS 的 最 天际 三 。 必须 针对 过 种 情况 ,通过 

报纸 广播 .黑板 报 等 ,进行 广泛 宣传 解释 ; 比 应 以 具体 事例 ， 

Io 78 We Fae ERK” EE , BBA AT 

BB. BBO fa, SSE REIS St EAE RR PAS 

> THE BeAr Re BY be Be Set Pda YS FL OME ii ICE» 

ACG  IHETT TY DoS PS Fates S AEM, A 

思想 动员 中 , AY EBA FRI SE KR rc Wa Tee» MAL Be 

SY A iy ses AE, DOL REE, BR SPA HS Ss Hh 

SARE DE EASED. 

AEBRRE HK, EMR IHR AD A, ABR HA 

—DAH, RAB, TRS. UID ERNE, 

BAB ae fi Fa AE se SRA 

贯 徽 。 

« £0" 



C=) 

进行 防 旱 、 抗 旱 工 作 , 必 须 探 取 下 列 措 施 : 
充分 利用 一 切 水 源 , 开 展 王 秦 性 的 典 修 农田 水 利和 运动 。 各 

Hi Fa REAR EAR TA AY SRE PEE, ADA, 
财力 ， 号 召 因地制宜 大 力 恢复 奥 建 各 种 水 利 工 程 。 能 引用 洒 
Tk PAIK HY AY BASE, Se THE, REPS REMI TT KAO Hy Pee SHE ok 
BUR BIKE , REF HY POKES BY BESEUE IR IE RAE RIE 
整 各 种 水 车 、 简 车 、 抽 水 楼 及 其 他 汲 水 工具 ,以 增加 淮 浙 面 积 。 
扩大 原 有 塘 块 著 水 量 , 更 大 地 发 挥 抗 旱 效能 。 大 力 发 展 水 井 ， 
HR ERA BAT IE, WEAKER REIN EAL, RTL» 
Ay FAK FA PEACE HOGER 5 水 量 不 足 的 应 硼 积 雏 井 , DH 
水 量 。 各 地 区 应 大 量 生产 水 车 Se URE, 在 各 项 工程 措施 
中 , 须 加 强 技术 音 遵 , 保 菩 工程 应 有 效 丛 , 掌 握 施工 季节 ,使 能 
及 时 灌溉 ,不 误 农 时 。 
FEARED FAK, 珍惜 水 量 ， 发 挥 水 的 最 大 洪 浙 效能 。 
对 一 名 渠道 场 堰 ,应 加 强 灌溉 管理 ,根据 作 物 需要 ;将 灌水 量 
减 到 最 低 限 度 , WEARER A RE, WE ATER AT He 
进行 “天 下 农民 是 一 家 ?的 数 育 ,克服 干部 剑 玫 条 中 的 保守 、 本 
(CE VEST OE, HE LUE Pe, 老 灌区 照顾 新 治 
Fa, EACH EIS HEHE VERE TRATED» RICHER, 

MOE HE EAE SR TE EK Hy Tt BOE EE RRB FEAL 
FG HOS » FANE AEE R TS, PLE AKPHIEPE ERY FG Hh, AE 

PENH EE IPA SAE, RL BOK; 去 秋 未 耕地 ， 
WRAP ER SRE 5 RESIERELE , 2 SE GP RUA BN IRE Be PE EN 
SH HG ASAP KSEE A ROE, BAA, 

elle 



做 好 准备 工作 ， 保 请 洒 时 播种 。 各 地 可 根据 当地 情况 ,适当 地 

提早 春季 播种 日 期 , 凡 有 早 播 和 懒 地区， 应 推广 早 播 经 难 。 出 

划 和 后 重视 中 耕 除 草 , 以 减少 水 分 蒸发 。 提 倡 种 植 耐 旱 作物 禹 

产量 的 作物 ,六 须 发 动 寿 秒 储 储备 莞 种 子 和 蔬 茶 种 子 。 各 和 级 层 

业 和 髓 并 与 合作 入 应 有 计划 地 揉 购 和 与 调运 早熟 \ 耐 旱 、 晚 种 的 种 

籽 , 以 保证 不 藻 一 喜 地 。 

每 一 乡村 应 组 织 起 来 , 选 定 一 定 面 积 的 耕地 ， 探 取 一 切 

可 能 的 措施 , 保 训 不 论 在 任何 情况 下 ， 均 能 获得 相 管 的 收成 ， 

YAR GE SBE AIRE BES SEB a AK BE iit 2 

《四 ) 

防 旱 、 抗 旱 和 春耕 的 工作 是 目前 农村 中 最 紧 亿 的 任务 , 必 

Pir BUGIS RED» BLUR PEERS, TA ee BCD) A 

RBS ABLES REE BARRE CBR, TRA 

PRR ILE 5 VARI EC BE SO he FSP Te 

TEE AT RECTG IRIS ESE EP IESE» 

PRAIA PEALE AK » FEET AMEN BS Be iF 

eee Ek ET ) 深 入 区 、 村 具体 推动 ， 

过 一 工作 。 损 知 健全 而 强 有 力 的 领 遵 是 保 避 防 导 LAUF
ER . 

腾 利 的 主要 环节 。 凡 有 旱 象 的 地 区 ， 防 导 、\ 抗 旱 工 作 必须 由 行 

Boe EBL GRE, 以 当地 农 、 林 ̀ \ 水 利 、 民 政 等 机 关 篇 主 ， ALL 

ALFEDG SSE, SEE EB PN wae » BEE LE 

计划 ,和 贯 微 实施 。 必 要 时 可 通过 各 级 人 民 代表 会 访 ， 全 面 进 行 

动员 . 各 级 银行 、 贸 易 、 合 作 及 其 他 有 关 部 目 ， 必须 密切 配合 

冰 在 胸 质 与 贷款 方面 痊 予 农民 以 及 时 支持 与 供应 。 

WG, DUS AARP RICE MERE TTA Hy EF Es FEA 

12-6 



GEE LE, ALRITE RHUL RIE ALINE ES UA 
—, WAR BRSE ARAL LE HAT EBS ELIS 5 ETL ET 

| FL, WATE BR, MEA EDT EH, SE 
ASN HRFIOE , ARRAS PSP ERIE 
的 楼 关 和 干部 要 和 给予 批评 或 处分。 

各 地 政府 必须 把 防 旱 作 需 长 期 生产 建设 事业 中 的 主要 工 
作 ; 除 积 古 动员 生肉 、 养 成 年 年 防 早 的 加 惯 外 , EEA ST 
地 进行 农业 、 林 业 及 水 利 的 基本 建设 , 开展 一 个 深入 的 广泛 
的 防 旱 抗旱 运动 。 在 我 人 民 民 主 疏 裤 的 便 半 下 , eR TE 
地 改革 发 动 起 来 的 广大 农民 奉 到 的 积极 站 等 下 ,在 毛 主席 “ 卉 
加 生产 , 层 行 季 胸 ,以 支持 中 国人 民 志 顾 军 2 的 停 大 号 召 下 ,只 
要 各 角 人 民政 府 重 视 便 屠 这 一 运动 ,我 们 是 有 信心 有 把 握 战 
eS SAGAR Ae MKC AS 

°13-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 务 院 

关公 察 总 动员 起 来 开展 抗 时 
门 委 的 指示 

五 月 下 名 以 来 , 蔡 北 \ 西 北 和 中 南部 分 地 区 ,和 久 旱 少雨 , 居 

HHS SR RBA ME He A EMEA EOE 

ARYL F_L: 5 GE BE IRA RAE EH BSR BE HGS 5 BADE 

EMME A, PES ASS MSE; Wt is was 

SRNL, RAV; 南方 部 分 从 雨 省 区 最 近 转 
FS A EAST SAAT HE, MALE HE AEE, RAR, 

WERE ARG RE RPE SAIN LS th B.A 

IL FER RIBS EBV PF, KD PARE PP, 充分 利用 水 

Ui, FTES » BES ke NCEE DB eS 

SASS. Fe KH TER BY SS BH A 2 SPS | 

高 度 警惕 ， 不 得 有 符 毫 吸 兽 县 懈 ， 否 则 任 其 发 展 , 就 会 造 或 错 

> HSE RBA SSK, Cima AA 

e, QE SSAAHk, YA ASH BRK US hee 

LPS FRAT A RED, SALA EME, SRE 

救 一 切 受 旱田 地 的 禾 昔 。 篇 此 ,各 地 必须 作 好 下 烈 具体 抗旱 工 

es 

— FRA LD MBA ESSE » FE Ad Fl FA— A 

ZB BBA RTT AA » WL Hee Bel BE BAe Peg RR, FE ME 

e146 



抗旱 六 等 的 友 验 ,发 挥 玫 录 智慧 与 王 录 力量 ,利用 各 地 一 切 有 

利 的 条件, 增加 水 源 , 扩 大 浇 地 面积 。 

= SRA OE a oe ETT » MRE » FEE 

挥 其 灌溉 作用 ; NEFA GREE, BAK He KK 

SSCHB , HEAT RE EE. A BE VE KE ESE YH 

—QiRBKERE, EBAWA RE , 提倡 以 节余 水 量 , 供 

应 陵 近 缺 水 地 区 ,确保 灌区 所 有 田地 都 能 完成 夏 种 浇 苗 。 

三 .旱地 作 愧 要 提倡 浇 铀 保苗 ， 沽 少 水 分 蒸发 。 棉 花 正 是 

施 追 肥 的 适当 时 期 ,应 推广 双 孔 点 们 办 法 , 追 施 水 次 。 

四 、\ 在 抗旱 救 苦 的 紧 惫 六 等 中 , 沿 河 地 区 时 有 卫 时 扒 坦 放 

水 、. 打 场 摘 水 的 情 驶 。 篱 防 印 水 患 ， 北 保 促 河道 下 游 的 深 道 用 

TK 5 VFA HEY SL FS BR Be FES LR Og HERAT EE. BIR HA EE » IE 

FRET] RR YEL PH | 

BHILEZESSRiMAS A, SHR Yas 

DRAB, BRMMETH RAT, RAM ARLE 

Wy, Kies MR, WRAETIA a ASH ERS L 

VE 5 APR eS SE TSE Ht SBS A, 

sexe Rize —ARO4AK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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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务 院 

Bel AS ee AE oe ee BH 
pie REE A DENT IK AS 

工作 的 指示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刀 日 政务 院 

第 一 百 六 十 三 次 政务 会 议 通 过 ) 

Ao 

让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本 院 发 佑 关於 防 旱 、 抗 旱 工 作 决 定 以 

Ay GRR, BORA BOE UT AS BA RASA, 已 取 

4 J ARE » TADIIE IRS TRAD ee SS ERS I OSE 

BY ee ETS, RIS ASE , HR AKAD HE AAA AR Se Se 

Ai Sf BA aD TASS SA SARS RAIA AO REE 

BRR AY BC A RAY, =A eae ESA ie 

AS AO OC FB BG AB A BB, A 7s Ue BB EE 

i LC PIR, FAP HRA BAS 7K BB te BE IK Se 

陡 期 的 乾 旱 ,因而 今年 仍 有 部 分 地 区 发 生 旱 火 。 另 一 方面 , 由 

” 堆 过 去 山林 长 期 遭受 破坏 和 和 扰 计 划 地 在 陡坡 开 死 ， 使 很 多 山 

区 失去 钥 茧 雨水 的 能 力 ， 过 种 现象 不 但 是 河道 浴 塞 和 洪水 篇 

秋 的 主要 原因 ,而 且 由 放 严 重 的 士 壤 冲刷 及 江上 蹇 的 培 加 ,使 出 

陵 高 原 地 带 土壤 日 丛 谊 薄 , 耕 地 日 丛 减 少 ， 生产 日 Fait 3¢ ES 由 

。16 。 



BVA EEA, DRS cE 1) ER» 北 应 大 力 推广 水 

士 保 持 工作 ,以 逐步 和 从 根本 上 保证 农业 生产 的 迅速 发 展 。 

se 

一 九 入 三 年 的 防 旱 抗旱 工作 , 除 应 狗 粮 贯 微 教 行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本 院 关 攻防 旱 、 抗 旱 运 动 的 决定 中 所 规定 的 各 项 措 

施 外 ,更 应 做 好 下 列 工 作 : 

首先 必须 广泛 地 开展 茧 水 运动 ， 仅 量 积 蔓 雨水 和 地 面 上 

的 水 流 , 驴 增加 晨 田 灌溉 的 面积 。 南 方 的 塘 卉 工程 厅 年 来 中 有 

CHE (AMARA TEM » 加强 管理 养 访 工作 , 提高 抗旱 能 

力 ;此 外 还 应 推广 小 型 著 水 库 工 程 , DKA Ae, FEA 

方 乾 旱地 区 ，, 除 应 进一步 组 织 起 来 发 展 水 车 \ 水井 阔 提 高 其 灌 

溉 效能 外 ,应 积极 利用 一 切 水 源 , 发 动 王 徐 修 造 小 型 水 库 和 i 发 

展 池 塘 ? 兹 广泛 进行 状 冰 蔓 冰 ,以 卉 加 水 源 , 供 葵 灌 浙 使 用 。 平 

原 低 给 地 区 ,注意 推广 兆 演 畦 田 , 以 做 到 防 旱 、 防 渤 相 结合。 半 

” 阴 每 一 河流 的 治理 ， 都 要 考虑 到 大 量 蔷 水 ， 以 解决 灌溉 的 需 

要 。 

同时 人 至 国 各 地 应 进一步 做 到 胡 湾 合理 用 水 ,珍惜 水 量 , 发 

返 水利 设施 的 灌 浙 效能 ; 兹 防止 因 灌 水 过 量 使 地 下 水 升 高 ,而 

Pe ABest, HEED Ty EME HER » 充实 管理 机 构 , 加 

Fide ps PBA » WR US HE BR BETS TE EE SEE EEE i 5 SE DR 

Ue LB FREE TT ED is TK As» BLS AK, Chie ESE EIEE. dk 

Fy Hs is REPS ABE ARE » ES HN AE BT 

C=) 

IKE VEE FR CE AAO ICVE, PA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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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 和 山区 生产 的 需要 ， 水 土 保 持 工作 ， BRE BRIA, 
三 年 来 在 山东 、 河 北 、 察 哈 尔 、 西 北 、 东 北 和 淮河 流域 试验 扒 
BE WEL UE) MAE, 其 进行 的 方法 : SR LL A 
Bho Hc EAE eS A Jk SG AS BT SALE SE BE 
FAVES BA BEDE » VAM ACHAT LOL 5 [rl FOIE ESE 
Hi Ye Sen VCE TL SE SESE GA RS a Sg ED 
VE WITS ARR RODE A.» RAP» AST NGO MRE 
Sh, AS ELAp  LEE, BORER, Ce, BET 
Fy BNA HMESM MEAN ERR, Imma aR fn Big 
度 , 延 组 洪水 下 波 的 速度 , 截留 其 捷 带 下 省 的 泥 沙 , WN 
Hub AT FOZ BE 

永 于 保持 是 侍 洒 性. 长期 性 和 特 合 性 的 工作 ,必须 千 合 生 
产 的 实际 需要 ,发 动 佛 末 组 径 起 来 长 期 进行 ,才能 收 到 预期 的 
ys 必须 与 农林 、 水 利和 畜牧 各 项 开发 计划 密切 配合 才能 
至 固 和 杭 大 工作 的 成 业 。 因 此 在 进行 的 时 候 ; 麻 当 首 先 集中 在 
一 个 或 能 个 地 区 和 流域 .在 一 个 地 区 和 流域 ,应当 首 先 集中 在 
一 修 或 亲人 条 支流 就 和 水 利 工作 配合 来 说 ,应 当 首 先 集中 在 巴 
绝 开 始 和 即将 开始 根本 治理 的 河流 ,切忌 力量 分 散在 一 九 五 
三 年 除去 已 经 开始 进 行 水 士 保持 的 地 区 仍 应 条 革 进 行 以 外 ， 
应 以 黄河 的 支流 一 无 定 河 \ 延 水 及 汉 、 渭 、 洛 嗜 河 流域 坊 公 
图 的 重点 ， 其 他 地 区 杰 要 选择 重点 进行 起 办 以 创造 才 腑 ;还 
步 推广 。 

防 旱 工作 及 水 士 保持 工作 ,是 国家 重要 的 建设 事业 ,各 航 
人 民政 府 应 本 预防 需 主 的 方针 , 气 定 因地制宜 的 计划 ,小 应 利 
用 和 季 农 并 季 季 ,做 好 一 著 准 备 工 作 及 可 能 进行 的 修建 工程， 
Ze MVEA TLD) OAR, PARRA OO ATER,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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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今年 各 地 新 的 创造 和 模 箔 事 足 ， 防 止 一 切 可 能 发 生 的 强 
迫 命 分 和 形式 主义 。 所 有 一 邹 生 修 和 整修 的 工程 及 管理 养 访 

_ 的 办 法 ,都 必须 依靠 至 徐 , MSTA HEARSE A AT Be, 
各 胡 农 、 林 、 水 利 部 门 必须 组 积 一 定 力量 协助 各 地 琴 钞 ,及 时 
给 予 技术 指 遵 。 

三 年 来 农 、 林 、 水 利 事业 的 俯 大 成 就 丰富 了 各 级 人 民政 府 
SKE REPS UR, KARRSREUA(SED 
By Fl apt BEE Fee Ee KL REY SE 
REE, SHURE HS HUN REER, TEVE A PHATE, 提出 具体 
的 、 长 这 的 计划 和 要 求 ,向 消减 自然 作客 、 保 证 农业 站 产 的 目 
标 前 进 ， “ 

| 总 理 ARR 
a 

ss 19° 



全 国 各 地 要 紧急 预防 旱 炎 的 责 擎 
AR, BRAY 

Oy oF Je SEALE BE LAE REA, BSE 

EDL RE» TES BSE A EI Be AE 

产 水 平 , 生 产 足 够 的 粮食 SLE 

力量 ,支持 国 冢 大 规模 的 工业 建设 。 

但 是 ,在 过 春耕 就 要 开始 的 上 时候, 北方 SST Sey eb 

FG Hh WAST, 我 们 必须 动员 一 切 力 量 ， IM ee Y 

抗旱 的 工作 ; 符 取 按时 播 征 , 竺 取 今 年 的 村 收 。 
自从 去 年 秋 、 冬 以 来 ; 昔 北 \ 西 北上 东北 各 地 ，, 雨 雪 和 稀少 , 土 

Hinge SHIR BOSS P TRE » WEA MRE RAYA RB, AEA 

A BITES Bw SEAR RRR, FO Ae 

多 的 面积 共 三 千 五 百 多 万 喜 ,和 致 作物 产量 损失 很 大 ，, 琵 使 不 少 

赫 地 中 的 水 分 合 苹 不 足 。 因 此 ， 对 讼 今年 可 能 发 生 旱 炎 的 征 

候 , 我 们 更 要 也 以 高 度 的 注意 ， 丝 积 极 努 力 防 患 试 未然。 如果 

Asia Beth Ho saw, 

DG 2 WA ARSE oh le A CEST Mn “BAR 

KT) BAEZ EVERY i ESE ORE” oF Az 

PERS OV ABOF , FEF ER, Ta EBON) = Bt Uk 

RUA BRB HT AB FA SA SHE His BA RAT BY EE FE A AAR 

YOY ie ic A Be TP Fe BS. ee RUSE, TAUREN 5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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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拿 出 最 大 的 力量 , 侦 亲 过 一 工作 ; 省 、 专 区 和 几 航 党 的 组 织 

和 人 民政 府 , 也 应 抽调 一 定数 量 的 干部 ,深入 区 村 ,具体 颌 遵 。 

REGGMEPH » HE MLL, 是 保证 防 旱 、 抗 旱 和 春耕 的 工 

TEASER AY ERE, ARSE. Ra RE “BY SF 

ZY? Hy CUBE 5 BHAI HS IRAE HET ACE FL, ESL 
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务 院 的 决定 ,“ 必 须 由 行政 首长 条 自 径 责 ， 

及 党 地 宕 、 林 水 利 、 民 政 等 楼 关 和 篇 主 , 组 积 生 产 防 早 办 公 室 ， 

专 南 全 遵 ; 丝 召开 防 旱 抗旱 会 议 , 气 定 具体 计划 , 贯 徽 实 施 "。 

“各 狼 银行 贸易、 合作 及 其 他 有 关 部 四 ， 必须 密切 配合 EAE 

物质 枉 货 款 方 面 验 予 农 民 以 及 时 支持 与 供 应 ?.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政务 院 的 决定 ,还 人 厅 定 了 三 项 关 蕉 防 旱 抗旱 的 重要 措施 , 即 ; 

充分 利用 一 切 水 源 ,开展 王 妙 性 的 锡 修 居 田 水 利 有 运 动 ; 充 分 做 

到 径 济 用 水 ,珍惜 水 量 ， 发 挥 水 的 最 大 灌 浙 效能 ; 篇 和 结 和 推广 

FEARED AE BC Ay TT OG ET REG, WTS FR AE 

AT Se FA AKARE ae» 内 然 有 了 很 大 成 就 , (ESR RE Ts EP 

| APSIASAURS FAY BURAK. PFA HERES AE 

FAA ATE » Tt FR KG » BCE ETA KA BCA HE EBAY 

LAE 536 Fe PR REIMUAE AY, HS STAGE ROK HL 

FEISS HTK FS AE » FEET. BRE BY AK A PS A » HE 

PREG BOA EB By FAK BERS » ESAT BY AE By FA KBE 5 51 

FAA eG IIA LE th) » AEB ETAT FAK » FC EEF 

在 效能 的 目的 。 各 地 层 民 乱 TER AY RE EAL YAP Se , TH WE 

求 提 高 防 旱 、 抗 旱 的 各 项 耕作 技术 。 因 此 ,各 地 已 有 的 早春 确 

邦 、 抢 丧 借 丧 、 抗 旱 播 种 等 的 成 功 猎 验 , 必须 立即 萎 结 起 来 ,加 

DA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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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R PROT Gt AES IVE AP 
Sh ip AEE} iy ABE, A AEE ARR SE 
ERE PRAY, RIMS RES, tS, 简直 
BAER, 自 找 多 事 。 BEMIEA SH SENS TE IE 
BAUCUS, IRE, BVA te ERR 
AY ii} TET BRB, RAB A EN 
KR” WHE , Soc ens ee BS By HG ETH Se RB 
KF, TERE ROER FF, 使 一 万 多 喜 耕 地 多 得 泗 收 ; 河北 
党 去 年 在 春 旱 期 间 植 棉 , 人 至 省 有 五 分 之 一 的 棉 图 是 抗旱 点 种 、 
五 分 之 三 的 棉田 是 抢 墙 播种 的 ; TL RE BAR ee 
WH, RnR Rew MM, 甚至 可 以 把 水 搬 到 出 上 去 。 
jo. PRE BE BR Pee, EN AS 
$5 BPE NY EAB USE AL AS SBR, BR AP ES: Tod SER LEB 
重 的 早秋 不 仅 会 影响 个 人 的 生活 ， 而 且 会 影响 整个 国家 的 建 
2 OD ROR, HBL VM, SORE 
RUPE AUSE A FEA AAAS, LL 5 4-1) A PE 
应 人 民政 府 的 号 召 ， 立即 行动 起 来 ,把 防 旱 、 抗 旱 和 春耕 的 工 
帮 做 好 。 

当然 ,我 们 要 有 充分 的 信心 , 去 战 胶 旱 伙 。 我 们 的 国家 政 
HELGE FEE PS ahd, FA ee Pe 
WS, PUPS, BREE TT BALA ARE; 
A> te FRESE REE MSE, ERR 
—~O) PARE » a0) HERR RA EK PRAY SS SE TSHR 
6 EWA HA SHE eB AS EY WS ERO, RE 
By BS TSEC AT REE, > BH ER yp ee 
部 接近 完成 ; 巨 经 或 将 要 在 自己 的 土地 上 自由 耕作 ;他 个 的 毕 

es。 22 。 



产 积 古 性 大 需 提 高 ;抗美援朝 和 锁 压 反革命 的 深入 的 政治 数 
育 更 激发 了 广大 农民 爱国 小 产 的 热情 。 过 些 都 是 今年 进行 防 

_ 旱 、 抗 旱 问 竺 的 有 利 休 件 .两 年 来 贷 修 水 利 的 互 大 成 续 和 抗旱 
RBS Hy EL TMMES ;也 增强 了 我 们 防 旱 、 抗 旱 的 腾 利 信心 。 两 年 
以 来 ,我国 已 扩大 了 淮 浙 受 丛 面 积 -… 千 七 百 余 万 南 保 障 了 灌 
浙 受 丛 面 积 九 千 余 亡 大。 过 些 受 答 的 地 区 ， 在 乾 早 季节 ,将 发 
挥 五 天 的 防 旱 、 抗 旱 的 作用 。 目 前 ,在 公 国 各 地 大 张 旗 鼓 . 雷 大 
AT HS EIS LETTS FS SERIE AGE A 
开展 防 旱 、 抗 时 运动 , 同样 是 一 个 伟大 的 动力 .各 航 政 府 干部 
FUR ASE » FESS SEY + REET) FT EPS 
鱼 误 或 犯罪 的 人 员 ， TENGE TERS, DESL AO ISP SoH TAE, 
SUMMA BE ALIN FEES AY 
SEA WR —U) AT AE SEAL SK 

. 《-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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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 RR BF AOR 
PRAR KH BRE 

(—) SK RAHPSLE Rhea 

RL SEALER BC a EE eA RO 

大 十 七 年 内 ,就 发 生 了 旱 秋 二 百 寺 一 欢 ; 特 别 到 了 国民 党 反 

动 统治 时 期 ,水 利 失修 ,山林 破坏 ， SS ED REE, FAS HE 
年 来 公国 人民 在 中 国共 产 党 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倒 壮 下 ， 开 展 
了 大 规模 的 防 旱 、 抗 旱 闵 等, EBA, PRBS Ee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但 根本 消除 早秋 ， 不 是 在 短 时 期 内 就 能 做 到 
的 。 目 前 我 们 还 不 能 护照 农业 生产 的 需要 来 控制 气 辟 ;水 利 洪 
浙 还 没有 普 汤 发 展 ， 大 部 分 能 灌溉 的 田地 也 漫 不 能 抵 和 锚 稍 长 

时 期 的 乾 旱 .而 且 有 些 地 区 如 华北 西北 .东北 内蒙 的 大 部 地 
BE, MEAL, 特别 是 春季 人 缺 雨 ; DAMME, 如 长 江 以 南 各 
乱 ) 人 至 年 雨量 中 然 较 多 ,但 雨量 分 伤 兹 不 完全 通 合作 物 生 长 需 

要 ,常常 在 作物 需 水 最 多 的 时 候 降 雨 不足 。 因 此 ， 旱 信 对 我 国 
农业 的 威 诊 仍 是 普 珠 而 且 重 的 。 一 九 五 一 年 至 国 就 有 二 十 二 
MARS TRAZEWE BAS RK BARS REE 
HARM RIVERS RES S TWA 
的 南方 地 区 也 仍然 发 生 ; 不 仅 在 没有 江浙 发 施 的 地 区 发 生 , 即 
AS AAS EE Ez PH aH ESE TARE RAB. Prue 

GARGS TEAS, RK, HRPRAREL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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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 洁 成 旱 伙 的 原因 : 

“有 们 通常 训 乱 造成 旱 代 的 原因 是 气候 乾燥 、 无 雨 或 少雨 ， 

其 实 背 不 完 公 是 这样 的 。 和 无 十 或 少雨 会 造 态 雍 旱 ,但 不 一 定 就 

使 农 作 帕 严重 减 产 ) 全 无 收成 , 形成 星人 炙 。 如 一 九 五 一 年 察 哈 

页 知春 、 夏 两 季 有 严重 乾 早 ， 全 省 农田 普 欢 减产 , RRS 

EME PBAREUEKA, SR SRA 

TSK AKRAM LAY PIPERS A 

TF ie ES RE PF, else SABE Ea a; HL 

BE BER ADT 四 斤 析 合 每 喜 产 七 百 

九 十 斤 ,超过 当地 一 般 产 量 五 倍 。 其 他 省 区 也 有 不 少 在 乾 旱 情 

况 下 多 得 沁 收 的 说 例 。 过 些 事 实 有 力 地 裔 明 ， 仅仅 气候 乾 爆 ， 

在 作物 具 长 季 和 节 雨 水 不 足 , 不 一 定 就 造成 旱 类 ;而 那些 在 农业 

技术 上 保守 粗放 \ 不 积 祁 向 早 伙 六 等 的 消 种 作法 , 才 是 造成 时 

炙 的 主要 因素 。 过 正 是 目前 我 们 防 早 工作 中 的 居 重 问题 .过 些 

”于 题 的 具体 表现 ,主要 是 : 

鞭 水 池内 ;或 收容 在 土壤 驯 ); 

2. 还 没 有 充分 利用 地 下 水 源 河道、 湖泊 等 到 苦 田 灌 源 上 

面 ; 

3. 没有 普 驳 推行 耕作 技术 上 的 保 泣 、 防 早 措 施 , 因 而 土壤 

PRIA KAS BY BE DI a 8 5 

4. 植树 造林 工作 还 没 有 广泛 开展 ， 森 林 培 植 工 作 膛 做 得 

非常 不 够 ， 更 由 花 过 去 国民 党 反 动 统治 时 期 对 森林 的 丛 重 破 

SR BLA PR APA a SSE TE AC BS SA AE FH Ad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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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十 产 的 要 求 。 
但 是 在 人 民政 府 的 颌 寺 之 下 ， 上 渡 的 四 个 主要 问题 是 能 

够 逐渐 铸 得 解决 的 。 因 而 充分 利用 地 下 永源 、 河 道 、 湖 泊 ) 注 意 
茧 籁 雨水 , 普 肖 推 行 耕作 技术 上 的 保 墙 、 防 旱 措 施 , 以 及 广泛 
居 开 西山 造林 工作 , 便 成 篱 我 们 翼 胶 早秋 的 基本 环节 。 

(=) MSRM AKMLRSRSAKS 

TASES SEAS, RCHLP ED EI 
Fb Rl 78 ss EE KR ek 
B. 

种 子 的 萌发 和 植物 的 生长 ,都 需要 有 是 够 的 水 分 。 土 壤 中 
的 养分 ,必须 溶解 放水 后 才能 被 植物 的 根 吸收 ;植物 的 荃 子音 
面 ,* 有 许多 眼力 不 能 看 见 的 克 微 的 气孔 ， 通过 过 些 气孔 ， 植物 
摄取 空气 中 的 二 氧化 碳 , 双 厌 太 阳 的 光 能 ,把 二 氧化 碳 分解 需 
氧 和 碳 ， 双 与 植物 的 根 吸 来 水 分 的 氨 以 及 所 和 其 他 元 素 化 合 
而 役 成 糖 ̀  溅 粉 、 蛋 白 览 和 脂肪 。 当 蔡 孔 张 开 吸 取 空 气 中 的 二 
氧化 碳 的 时 候 , 便 有 大 量 的 水 分 从 气孔 中 散发 出 去 ;但 当 土 壤 
水 分 不 足 ; 根 所 吸收 的 水 分 不 够 侍 孔 散发 的 时 候 , 革 艺 就 自动 
于 塞 起 来 , 尽 水 分 蒸发 减退 ,可 是 营养 物 的 允 造 , 却 同 时 受到 
刁 重 影响 或 会 停止 。 所 以 我 们 就 必须 用 人 工 灌 浙 或 保苗 士 壤 
水 分 的 办法 ,使 植物 充分 播 取 与 稳 造 凑 料 。 

士 壤 怎样 才能 很 好 地 保 著 水 分 呢 ? 过 就 需要 探 用 完善 的 
耕作 方法 ,使 士 坊 有 很 好 的 园 粒 结构 。 过 样 的 土壤 ， eB 
分 渗 秀 ,又 能 大 量 容 鞋 水 分 ， 花 且 能 够 防 阻 水 分 蒸发 。 所 谓 转 
粒 , BERS A) HOB EHR, BAER, AS 
PER LS A AY OL, BEE Oy BL,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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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的 土壤 ,由 认 团 粒 问 的 空隙 较 大 ， 转 粒 内 部 的 空隙 极 小 , 图 
粒 衷 面 所 含 著 的 水 分 就 不 易 流 入 团 粒 间 的 烙 除 ， 随 着 毛 普 管 
作用 蒸发 出 去 [起 --]。 相反 地 ,不 良 的 耕作 方法 ,把 士 壤 和 弄 得 过 
«PU, WEAVE (EN, 水 分 很 容易 蒸发 。 而 且 过 样 疫 有 团 
粒 的 土壤 ;也 不 能 很 好 地 收 缚 水 分 ,一 般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责 
KBHLE, 百 分 之 七 十 从 地 面 流 拓 。 因 此 ， 我 们 在 耕作 上 要 
注意 增进 土壤 的 团 粒 桔 构 , 使 土壤 俊 量 容 茧 水 分 , 兹 注意 防止 
WK EFA EA, OE LER SMe SE 
的 基本 道理 。 

(四 ) 完善 的 耕作 方法 是 防止 旱 炎 的 重要 保 国 
我 国 各 地 和 农民 在 耕作 防 旱 上 创造 本 很 多 赛 呐 的 和 经验， 如 

PP SAD RT, FERS FAC, PERE, PRS 

等 Abe A SKB). wk RAR, BE HEM RA A 

AT 9 RSG IER TR PREFER ATE setae 

FAD SEE BAY TT HAG 

1 RE MAES) 深耕 ,早春 邦 地 过 是 一 个 极 重 要 

的 著 积 士 坊 水 分 的 方法 。 一 九 五 一 年 昔 北 区 抗 早 播种 有 运动 中 ) 

发 现 凡 是 上 年 秋 耕 逼 的 地 ， 耕 得 深 的 , 丧 好 [性 =]， 土壤 水 分 保 

持 得 多 ,可 以 适时 播种 ; BISBERY SS, sae; 没有 

秋 赫 和 表 的, 没 丧 ; 不 能 播种 ， 只 得 挑 水 点 种 。 运 个 事实 攻 明 ， 秋 

季 深 耕 可 以 保存 较 多 的 水 分 , 利 於 明 春 授时 播种 .在 秋 耕 时 ,要 

注意 随 耕 、 随 友 , 过 种 耕 、 翅 结合 的 方法 是 很 好 的 , 它 可 以 阻止 

[ 府 一 ] 每 个 土壤 颗粒 问 的 竹 阶 ,上 下 相连 ,形成 头 胜 一 柑 竹 徽 的 孔道 , 廿 下 
中 的 水 分 ,就 从 渤 孔 道上 升 ， 像 熔 油 顺 着 灯草 上 升 一 檬 , 水 分 如 果 上 升 到 地 面 , 就 
MARSA RS HD TSE I EA Eo 

CEE] ETA HE PALER) GAG HGS oA EEK ES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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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琅 水 分 的 毛 悉 管 作 用 ,水 可 使 土壤 的 蒸发 面 减 小 条 季 北 方 
HERG AY FA PG ESE JB BR ASE SP 3H) PH ER: , HIE, BI 
57), LP, FE ee, DRE 
Pp PSHE HWE RB AL Ty HO EC BU SEED 
LRT REAR ILS, EER 
bs Ti) SE AEE AR 1 BA DR, VA ALK RE, 
—RAIA= A + A eee oR aE: 
CBE SRG, LSPRPRE HOM E 
PHILA He A ATE ROY, BG ER, KA FE 
SEE Ly IH eso RL), 
SRA HL JERE S ee, AT 
BEG MAAMK AMER, BPS LA, EAD 
RBC, BTRLRE, ME WESOPE REE, 
FEAT AE AEE BER AM. 
2. 中 大 整地 。 Eek Ee eh BE 2 LSE FT 
iy, ASIEN Te FES HL, EYE TLR ABE PAE, 
上 面 的 一 层 士 壤 就 不 会 从 下 面 的 一 层 吸取 水 分 了 。 我 们 可 以 
用 用 土 的 办 法 ,把 土壤 表层 效 动 一 下 ,用 旋 来 保护 鞭 积 在 土 二 
下 屠 的 水 分 ,阻止 水 分 蒸发 。 农 民 常 瑶 :“ 铀 头 底 下 有 水 ”就 是 
过 个 道理 。 因 此 , Fite AYE REE ANE I, VRE 

， 水 分 。 

北方 地 区 ， 全 年 雨量 多 集中 在 七 、 八 两 月 , , SHS 
少 。 因 此 ,夏季 在 秋 作 物 田 中 实行 中 耕 , 以 接生 伏天 和 雨水? 是非 
常 重要 的 。 只 有 这样, 秋收 后 实行 深耕 才 有 保 墙 的 意义 。 过 是 
我 国 北方 耕作 防 旱 上 很 重要 的 一 项 办 法 。 

坡地 容易 流失 雨水 .开展 整地 工作 ,修平 坡地 ,多 容 水 分 ， 
。28 。 



对 防 早 增产 很 有 好 丰 。 

RHE HR RKO, SEHR AA 

— HEE RRR AL BARE BK BET TARE 

草 , 就 能 够 减少 土壤 中 水 分 的 消耗 。 对 认 订 草 ， 需 要 和 进行 坚决 

USHA, IRA HER BAe oR HERE TI, MENA 

Bis EA AGERE a AO AR LAE HSER, FRE. PRON 

Erb PIE »ARRE AXE —. AKER RSE, ORES 
Gi ETA URGES HERTS: DATARS SE BR TREE, AAT 

ie aE EA: 
4. BBE BRM TB PA, BE RATER, 

SACHS ARSE RIAL, REIL Bk ee 
”如 时 提早 播种 ,幼苗 可 在 土壤 昔 水 较 多 的 有 利 时 期 发 育成 长 ; 

RPE a, RESETS Hy FT GE Hh Tt re LA BB 

BME BITRE. FE EAR » HELE PEW > 52 8 SE es SY 

a ALBAE. SR, 太 高 的 温度 会 使 融 粒 不 能 成 熟 ， 甚至 

会 使 没有 成 长 的 裔 粒 完全 乾 枯 。 因 此 ,能 够 加 速 农 作物 发 育成 

”区 的 其 他 方法 ,如 春 化 [ 赴 ]\ 施 用 磷肥 等 ,也 同样 有 保 访 作 帕 不 

受 旱 省 的 效用 。 但 是 各 征 作 物 的 发 芽 生 长 ， 是 需要 一 定 温度 

的 ， 决 不 能 宣 目 地 任意 提早 播种 ， 必 须根 据 和 党 地 休 件 通 管 进 

行 。 

5. 播种 耐 时 作物 APES we DE, 

"ER DASE AER iS ok, CER ae 

7A is EOP BY SE LE ETE BIAS ART EE , AE FRR 

Hi fe» “EBSA IR) PYEFL, 和 从 土 玉 深层 吸取 水 分 补充 幼 

[et] ， 摇 种 前 用 一 定 的 钦 度 和 水 分 不 理 种 子 ， KER ERR, 然后 再 
据 种 , 熏 可 以 提早 出 惩 成 熟 ,过 种 方法 叫做 春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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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上 时， 辈 北 气 候 一 般 已 人 雨季 [性 -]。 所 以 厘 北 农 豆 发 : “ET 
C= Te RU”, BEd EK TE 
ES ASAE, Ake, 如 播种 时 期 遇 到 乾 旱 ,可 
FAVE KEN Oy BSE REE 

6. Eat), SBE BTM AHS 
受 春 旱地 区 ,抗旱 播种 的 方法 具有 重要 意义 。 抗 旱 播种 方法 的 
EE HERES, ELIA A eke 
PSMEATIRIE, TEE ESSE ES ee PE, 
及 时 播种 , 是 很 重要 的 。 此 外 ,在 靠近 水 源 的 地 方 , 担 水 点 播 ，、 
也 是 重要 的 抗旱 播种 方法 。 在 不 能 抢 墙 ,又 不 能 担 水 昧 种 的 情 
驶 下 ,也 不 能 观望 等 待 ， 可 用 并 法 等 雨 的 方法 , 先 把 土地 开 成 
性 度 ,等 到 下 雨 ,雨水 便 集 中 流落 在 讼 内 ,增多 土壤 水 分 , 雨 后 
可 以 及 了 时 播种 。 在 抗旱 播种 中 ,和 需 了 增加 种 子 出 昔 所 需要 的 水 
Fy 5 SHES SE HY VERS SEMIS ORK FERS 
MERALE VU LRM ALR ERS 
效 的 抗旱 办 法 ， 特 别 是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抗旱 播种 中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7. BERR EHR ASR, dS PURSES Ae ek, 
就 必须 等 到 有 了 充足 的 雨水 才能 插 秘 ,这样 时 间 拖 长 ; 秋 昔 便 
会 在 秧田 内 长 老 , 披 出 节 来 , 不 能 移 栽 。 过 个 问题 ,根据 福建 、 

[ 赴 一 ] PFT > BSL, FORT A Pie, TSU} 
“FEAR” 5 TEAM FEN _L. MEE — FE PR RAE A 9 SSW EA” 0 FAR” TEBE 
发 芽 时 吸收 水 分 之 用 ， 发 生 和 后 它 就 慢 慢 死 掉 * 失 去 作用 。 因 此 种 根 也 对 临时 栋 , 年 
ALL KA ARS 

[2—)] PE ARERR SEE PTE 是 
EHO SEE BS FRR TEE PR Lh HP HE MISE K 
BES ESHER FES GATE BT ch » WHER PS 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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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东 、 安 徽 .湖北 ,四川 等 地 肖 民 经 苏 ) 可 用 寄 秧 办 法 来 解决 。 先 
拒 秧苗 DERE UAT th AL IK AY nes SEB PW te » 本 田 水 是 ?再 

ERB RA BREWIN TWO BRAY 
AEE ANE Pa RS FCA ERAT KAS 

HK RGR, IRE TERE A BS Ee APE 
BEET Ar PPS: (1) ARLE (45H ORR)» DAA 
Fee Jig Be 5 (2) APH AY FH SEE 5 (3) BEAR He BY 8 

(4) PRBS EA PA PAE S ESHER, HH BAR PH PS 
注意 五 点 :(1) 取 秧 时 要 立 拔 ,不 要 横 扯 ,以 驶 断根 ;(2) 披 出 秧苗 
后 不 要 洗 派 , 带 泥 插 进 本 田 ;(3) 要 插 原 苑 ,不 可 分 开 ;(4) 要 在 下 
F486 AF AWG; (5) 寄 播 的 田 要 歼 过 加 肥 才 可 重新 裁 秧 , 否则 
不 易 成 长 。 演 是 抗旱 插秧 的 害 贵 友 验 ,值得 各 地 从 考 。 

8. 种 植 称 肥 作 物 或 收 革 ”以 改良 土壤 和 结构， 是 防 早 增产 
的 重要 方法 之 一 。 乱 了 使 士 壤 名 有 很 好 的 围 粒 结构 ,在 土壤 中 
积存 更 多 的 水 分 ， 最 好 能 根据 当地 条件 实 行 大 田 作 物 与 炮 肥 
Pela MARAT A ED RE, RED FE By Di aE 

| SEPM, RIT ABT LIED ESATA AOE 

(4) ERED BRSZHSHSRAM HE 

So PEAR TEA TE 5 BA BAG EEK > 5 CS ER TK a 

BUS VEE 9 TELS AB BE PR ee ED EE ic PAS EAE RK BY BS Eg BE 

FAVES AU » FFE EEK 5 FB PR ETE He AES EAM 

HET o WLS AFZK FEHR SE EAR KA BE I (Aa EAI 

WRC NGMLAY, PVG AA BE RBIS KA EE AOR SE 
FE AY Ta Be (EG | 

】. 修建 灌 浙 工 程 , 充 分 利用 一 切 水 源 , 扩 大 灌流 面 稿 在 

esle 



Wit) Tew Lips! Epes tes 、 ier Tes 5) S|AKGERE HE PoKALGE 

KART AEM TE P= abe HORE, BB RT ST HE, HOEK HE SE 
TAR AY» AES ERE 3 aw Fok dt Ak Ue Reels 
eR, HRW RAO, Ee RRS 
抗旱 运动 中 , HEHE, AE. UREA LS Reh, HM 
TRPYER. BARU, BER — oT ER 
BGK BHA EUROS it (BEAR 
SYR LABAE, BBG, AREER bye IE 
4 DHUVOKI SY, BSL, AVE Fe eke 
能 力 ;同时 ， 东 应 选择 容易 虑 集 雨水 \ 储 鞋 河水 的 地 形 ,根据 党 
地 生产 需要 和 农民 负担 能 力 ) 适 当 霹 建新 的 池塘 或 小 型 水 库 。 

北方 大 部 地 区 ， 通 去 没有 蕾 水 淮 溉 的 驾 惯 ， 可 以 以 照 党 地 人 条 
件 , 在 小 和 转 内 , 试 建 池塘 水 库 , 吸 取 轻 有 验 。 此 外 ， RIS 
行 田 冰 革 水 ,南方 冬 开 的 稻田 ,要 培 好 田 荐 ， 接 编 冬 、 者 雨水 ; 

ACTF 2B AGE HW AS , FH REESE , FA BPE HL, PRED» 
Riki, RESELL, CDROM LS ee 
FEW MBO JARRE, MRA VES, PR 
程 标准 。 宣 目 草率 施工 , BARBER EMBER 
损失 。 
LARS Ae LMR ae ee 

Ba DEH SOKA AAR, (EAU, 不 但 要 从 土壤 中 吸取 水 
Sy BERNA ARES, LEAR 
Vel ee BAS 6 Bb ARKO ET BA Be 
BEF AYE AD: Wop EE 5 RISE LEAL AE 5 (HET BS A Cee 

C2E] =e NAO?» Bk BeRE ERNE E_LIT» GEBEE RRS 
增多 SSPE EEL th L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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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土壤 肥 活 程度。 陕西 省 泾 惠 渠 淮 浙 区 ， 因 和 需 过 年 大 水 温 

洪 ), 士 质 逐 渐 伙 趟 ,人 产量 反比 非 灌 浙 区 低 。 汐 浙 水 量 要 和 作物 

种类. 作 牺 的 生长 发 青 相通 应 。 例 如 : 小 奏 在 幼苗 时 期 灌水 宜 
BS, A RAE RSE, 容易 倒伏 ; 而 在 抽穗 前 和 后, 潍 水 宜 深 ， 

才能 使 得 籽粒 饱满 。 要 通 量 灌水 ,使 淮 水 均匀 ， 沽 少 水 量 浪 费 ， 

RASC ABW METRE PH MEDI MIEN, CAT ERE BE, BESS HG 
Fel) FH Fea] — AA iB ee] PE a ik BS 9 — EE LH A» 5SE TE 

WA RARE AK. Aaah AK, REE 

4 AR AY Be it BSCS 9 DOES EAT FEE PTE, FESR 

WFP BED eS BE y Ae (SE FA 9 TTR Be aE 9 A BE De AOE Za BE» FE 

Sy BEG ETE BE BOT 

CA) AMBHAMSAR AER 
PERRET KU» TSK 5» TT GS EAE 

EA ESSER REA» HY (8 BB) SAP ASE AT BE A 
A Ni aM RAS, RT REM SAH 
WEE EKO, ite PEER FY BUR EL, 组 织 起 来 ， 
FE DE TSS: WAS, BA AYE HE BB PK 9 3s FY AR 
JASE SEIZE SE BO TRE » ESR REE YEE A 

(tb) KERB RRB SE 

PUM REA EBA Mele » FES de FE ZS IE 5 CT 

海地 区 ,超过 一 千 公 厘 ; 素 称 乾 旱 的 西北 兰州 西宁 等 地 ,年 十 

量 也 在 二 百 玉 十 公 厘 左右 。 我 鸭 各 地 自然 休 件 一般 是 很 好 的 ， 

问题 只 在 我 们 能 否 以 进步 的 恨 业 技术 来 充分 利用 过 些 雨 量 和 

个 富 的 水 利 凑 源 。 三 年 来 ,全 国 已 扩大 灌 浙 面积 四 千 九 百 余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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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不 少 地 区 蓄 改 善 了 灌溉 管理 办 法 ,注意 了 友 济 用 水 ; TRF, 

在 耕作 技术 上 狠 结 与 推广 了 一 ` 些 成 功 的 防 旱 克 验 ， 和 从 而 取得 

了 防 旱 、 抗 旱 辣 竺 的 伟大 成 续 。 但 是 , 僵 旱 秋 作 站 等 是 长 期 性 

BY ZEAE PEA SRE TE, UF REE Bee by 根据 

a Se SHY BB » Hh ipl) Ek BUT BE BS He Be BE He 

43, RAE BOSE be, Aa BE, A RUE TT, TE 

TAD AER RBS ED Be BI BARRA, 

(一 元 五 三 年 六 月 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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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 2S hue PE TEE 
REARRRAERA 

BAW Se EMRe EAM, —R, 
黄河 以 北 地 区 , 雨量 不 足 , HUBRERN, 每 年 常 有 轻重 不 
同 的 春 旱 发 生 ; 南方 水 稻 区 ,全 年 雨量 中 较 多 ,但 因 降 雨 的 季 和 区 
分 配 不 匀 , 常 在 夏秋 发 生 喜 旱 。 过 就 是 属 ， 蓝 旱 不 仅 发 生 在 雨 
量 较 少 的 黄河 以 北 地 区 , BPS FH TAL) ATES HO 
方 地 区 亦 然 , 因而 朋 重 的 威 懈 着 适时 播种 和 插秧 , 影 史 全 年 的 
收成 。 目 前 在 短 时 期 内 由 渤 不 能 完全 根除 旱 炎 , (AIT REE ZR, 
广大 农民 在 中 国共 产 党 和 人 民政 府 的 领导 下 ， 随 着 农业 合作 “ 
化 渤 动 的 发 展 ， 也 逐步 开展 了 大 规模 的 防 旱 , 抗旱 同等 , 小 在 

”耕作 技术 上 粮 和 车 与 推广 了 很 多 切实 可 行 的 有 效 码 验 ， 取 得 了 
BAM. RUE Fl, 发 展 农田 灌 浙 外 ,，-- 般 贯 徽 了 保质 防 
旱 的 耕作 方法 ; 实行 了 抗旱 播种. 抗旱 插秧 .选区 耐 旱 作物 、 增 
施 有 机 质 肥 料 等 措施 , HOA IEBR, 保障 由 收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兹 将 各 地 防 旱 .抗旱 的 耕作 方法 , 择 其 主要 的 介绍 大 后 : 

— APR 过 是 旱地 积 蔷 水 分 的 极 重 要 的 措施 。 它 不 
仅 篇 春播 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件 , 泪 且 是 决定 旱地 机 收 的 前 提 。-- 
九 五 一 年 华北 地 区 在 抗旱 播种 运动 中 ， 发 现 凡是 上 年 秋 耕 晕 
POHL, SERRA , HHA, 可 以 适时 播种 ; 耕 得 浇 的 ,十 差 , WL 
BRIG; 次 有 秋 耕 过 的 地 , 没 填 , 不 能 播 征 。 泛 就 说 明了 秋 耕 



SU PAA MBER. KES, ER PRS, 
AVEBHAKDRS , SSE EWERERB AA PRB 
是 保 著 水 从 、 提 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主要 保证 。 在 冬 春 乾 旱地 
区 , 秋 耕 和 后 要 随行 友 厌 。 过 年 耕 、 孝 精 合 的 方法 是 很 重要 的 , 它 
WY DAA ee Ek} LALOR, WR ABER 
itil. 

二 , BA BAU, Reet, ORE, 但 应 及 时 
进行 早春 帮 地 。 因 初春 化 冻 和 后 , LO, Pak LS, BR 
LB RRR, 各 一 时 期 如 不 及 早 进 行 才 地, LBA 

PRR, PME REE VET, PRG, Dim 
FLEA LHARAREH, SRELEKF GEL 
作用 ; 局 时 , ZSERIES, 十 后 也 要 和 进行 考 厌 , HL 
M, OP ILLAREARMS KARE, REBNAS WET 
行 春耕 , ATER BERSH, PERNT, DRS 
IF, { | 3 

= HRB RARE, ASRRRR, 常 把 土壤 
上 上层 水 分 很 快 地 哆 乾 。 适 时 提早 播 征 , BARTS, WT 
使 幼苗 在 土壤 荧 水 较 多 的 时 期 成 长 扎根 ; 同时 栋 闭 提早 覆 董 
地 面 , 可 以 减 少 土壤 水 分 的 蒸发 。 有 些 地 区 , BPR 
作物 少 受 夏 季 高 温 坊 嘎 。 在 开花 .车 实时 期 , 太 高 的 温度 有 破 
PALM, CASRRARRMRASAME, ERAT 
PF, LEMAR EWE MRA, mee, He EE 
SH Hith RAR DAR RRS BR, (APA 
长 、 发 育 所 需要 的 条件 不 同 , AEA I 
HUET, ANT ERE PIR, 

D teth ASSREMR, STH, 7 



因 地 制 宣 探 用 下 列 抗旱 播种 的 特殊 方法 , 各 样 做 也 是 必要 的 。 

1. SERRE: SEAR SEL, AGRI AR, eA 

KETRERtL, BLE, BRB ETHER 

PRS BEAE, 通用 从 就 旱 不 太 恋 重 的 地 区 。 

LBBB: WRK, BARE Le Le 

把 , EHMEBMA DT ReETNRRRKRE, Bt, 就 要 

IS. INF. BUPA PED SCL, RE BUIR Rt ES 

fi; MASRBSHH A, MBB eo, Feet 

3. 深 苑 厚 覆 揭 士 法 :河北 棉 区 多 用 此 潜 抗 旱 植 棉 , BRB 

2 fs ae”; 三 法 是 :用 独 腿 粮 将 种 子 深 深 播 丰 瀑 土 中 , 上 

面 覆土 二 寸 左右 》 HS BK, PRT, 再 用 厅 在 播种 行 

LHKkAA TRS, ERR, eee, 是 

PCLRB SOTERA, (PSR i—-eEAA 

m, HE, SRA, BALES RE-R Het 

时, MEERA, 使 昔 能 出 土 , 又 不 伤 苗 。 此 法 只 适用 大 

”和 砚 坊 王 、 黏 壤土 及 砂 士 红土 各 中 的 地 上 , 而 在 砂 士 黏土 以 及 功 

碱土 和 狂 十 地 上 都 不 宜 应 用 。 

4. 借 摘 点 征 法 : 在 地 吉 抄 坑 至 见 混 土 ， 即 在 瀑 土 上 播种 。 

ReneS Mh, 取出 混 土 ， 履 盖 在 前 一 坑 的 秆 子 上 ， 再 兢 

Pot, DRAFTED DRE, 从 第 三 坑 中 取 混 土 覆盖 第 二 坑 。 

如 此 连 禾 进行 。 此 法 通用 大 棉花 花生、 玉米 等 大 粒 种 子 作 物 

的 播 年 。 

5. 担 水 点 种 法 : Wee, Re AR Be 

BODE, BiB, JOCEMR TRE, FAREED, ARSE 

K, @GRKBCEE. HBR, BSR. RED S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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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TZER, MIE, REL, 以 保存 下 面 
的 水 分 ,到 种 子 萌芽 时 淹 平 , 饼 利 出 苗 ;也 有 扫 坑 深 至 四 寸 的 ， 
POE REL Bo, (PRR, TR SR 
8, KHL ASR, Hk, RRR, HE 
i A, FABIO SHEE. : 

6. BAERS: 过 是 在 博士 不 足 而 又 不 能 担 水 点 征 的 情 
SL FEROS, Je TEMG LESS, 到 下 雨 的 上 时候 使 雨水 集中 流 
AIGA, DUAR, WSR, Me OR 
LIN bss, 各 样 也 能 等 取 播 上 种 。 

7. 乾 征 待 雨 法 : 在 地 上 开讲, CONRAN, RET 
HiML LOREEN), BLES, LER 
AK, CFR, INL, ROT 
= FADO, th WY SRE EAN I MA, VR A A 
it, WAT ET BES, RATES, 
WARE. | | : 

8. PRA: CRBS TI Ey Te Ho 
苍 ， 可 用 高 梁 稠 或 玉米 竺 全 去 外 皮 , 钢 成 二 至 三 寸 长 的 小 自 ， 
(KBB, HR, OR CER GRRE 
得 深 些 ), & bee, PENT. 

五 ,抗旱 插秧 ”我 国 南方 水 稻 区 ， 常 在 插秧 时 巡 到 乾 旱 ， 
本 田 合 水 ,不 能 及 时 插秧 ,秧苗 便 会 在 秧田 内 长 老 , 技 出 节 来 ， 
不 能 移 栽 。 根 据 广东 .广西 、 和 福建 湖北 ,四 川 等 地 骨 民 烃 欢 ,二 
个 问题 可 用 以 下 类 种 办 法 来 解决 : 

1. 插 跑 局 秧 :把 水 放 到 田 吉 ,立即 用 两 标 牛 ,一 面 耕 , 一面 
$b, 后 面 跟着 就 插秧 , 做 到 随 放 水 , 随 整地 ， 随 插秧 ， 然后 再 把 
余 水 放 到 下 块 田 训 同 榜 进 行 。 只 要 在 插 下 身后 的 三 至 四 天 及 

.38 - 



AA KF, PBC RIS, WAM OAK, MTRER A 
ER (MERA TERA Dee Ph EHR 

2. ESR: 在 缺 水 的 情况 下 ， 只 要 田 是 混 的 ,可 用 黎 黎 成 
”一 条 休 的 浅 ; PE BUX, AIMEE AR, Hee 
去 , 仅 需 灌 少 量 的 水 即 可 成 活 。 另 一 种 直播 的 辩 法 , 是 先 把 田 
整 好 , 挑 灾 点 播 玫 种 , 每 灾 七 至 八 粒 种 子 ; ERS, REF 
CHARA ASE, ine RAPE, 双 不 降雨 , 可 与 麦子 一 
PRBS ; 若 有 水 可 灌 , RSs ke PL, PRK, BEL 
移植 播 秧 的 产量 稍 低 , ARK SER, 

3. 栽 老 秧 : 秧 老 了 非 插 不 可 时 ， 可 将 秧苗 移 裁 深 些 ， 使 第 
一 节 埋 闪 泥 土 内 , CHAAR, HERBS, 须要 密植 。 

4. 双 保险 : 即 隔 一 行 水稻 征 一 行 豆 类 作物 , AU, I 
水 收 豆 。 有 的 将 不 能 播 秧 的 田 种 区 豆 ,不 降雨 时 收 苞 豆 ;降雨 
4% HELIS ERA, 再 插秧 。 

5. 寄 插秧 : 先 把 秧苗 密 密 地 寄 揪 在 多 水 的 田 吉 ,等 到 降雨 
后, 本田 水 足 , 再 正式 移 栽 ( 一 般 寄 插 , 一 公顷 可 移 栽 十 五 公顷 

- 到 二 十 公顷 )。 过 柑 可 以 抑制 生长 ,不 使 秧苗 长 老 , 能 把 本 田 插 
秧 的 时 间 延 长 二 十 至 三 十 天 。 两 后 移 栽 , 如 处 理 得 好 , UHR 
= BLE ReR, 寄 播 时 要 注意 如 下 四 点 : (DRE ps 
(每 昔 七 至 双 株 ) ,以便 移植 本 田 时 , 将 原 莞 插 过 去 ; (2) 寄 播 的 
田 要 肥 ;(3) 要 密 插 , 一 般 可 二 寸 一 莞 ; (4) 一 般 要 比 本 田 插秧 
插 得 江 些 ,移植 时 好 拔 。 移 栽 到 本 田 时 要 注意 五 点 : (1) 芭 秧 时 
BER, 不 能 横 扯 ， 以 驳 断 根 ; (2) 拔 出 秧苗 和 后 不 要 洗 泥 , Be 
REA; (3) BIRR, 不 可 分 开 ; (4) EFA, DA 
I; (5) 3h AIA Ie, 才 可 重新 栽 秧 , 否则 生长 不 良 。 

大 ;抗旱 保苗 ”播种 出 苗 后 ,如 旱 象 仍 赚 蒜 延 长 ， 可 探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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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ER OBE: 
1 NBO (ete, “ATE SS 

OMB THR, PERE, WRK, 使 洞 眼 大 些 , 然后 
往 润 吉 灌水 , 湾 透 谷 再 灌 一 次 ,随即 用 二 把 润 眼 卉 实 ; 若是 人 
播 的 ,可 在 播 古 行 稳 每 隔 七 至 八 寸 速 处 插 眼 治水。 这样 做 ,每 
一 眼 可 以 混 泗 周 园 大 至 及 寸 左右 的 土壤 , BAER. BRR 
BR, 可 抗旱 从 至 十 五 天 ,山地 ,平地 都 通用 ,小 且 省 水 

2. 山西 省 农民 在 抗旱 保苗 中 , FD (GTR? ROSE ta AIT 
方法 是 :用 一 担 水 疼 、 =H Hk, PO GR EA, 
RATIO, AEA, IEE TIBI, Ska 
Blew, Haat; IST eA SEU, 
3H HAE RENO RRRE, SLR OBE, 

3. 广西 省 农民 在 水 稻 抗旱 保苗 方面 ,有 以 下 起 种 办法 : 
(1) 提 早 耘 田 :插秧 时 需 了 稳固 秧苗 , ADS BERN 

土壤, 使 秒 范 四 遇 形 成 小 需 。 但 如 田 水 乾 枯 时 ,太阳 站 上 晒 小 雹 ， 
乌 致 田 土 多 允 ， 禾 苗 根部 部 从 受到 损伤 ， 严 重地 影响 用 苗 的 
发 育 。 因 此, 在 插秧 后 ,禾苗 转 青 或 田 水 将 就 时 , 序 须 抓紧 进行 
GH, WS, 再 以 稀 凌 翌 水 作 追 肥 。 这 机 可 以 促使 
AAR, MTA REEL, BREE RAEI 

(2) 压 青 : PEASE AI AEL, MPR, ARBOR, 
SMAI, DDE —BR A veep, FE RPE 
BAW, CURA BP, EME. 
LAA ER, WREAAER, CBRE, Se D> Awe 
KIO, NIHR, wee ee WAI, 
CATE. 

(3) 稀 泥 培 禾 根 ; AERLTASLIEMR RE ak Hon TEE, A 
*“ 440， 



有 大 量 稀 泥 可 以 利用 。 把 过 些 稀 泥 培 在 禾苗 根部 ,不 但 可 以 境 
加 肥 耸 , 泪 能 起 到 抗旱 的 作用 。 

(4) S0R2-: 在 田 士 晒 至 刚 现 白色 时 , 用 中 耕 器 或 其 他 
用 士 工 具 锅 县 才 士 ,以 减少 水 分 燕 发 。 但 须 注意 不 要 伤 根 ,而 
AM HG RSE, DRIER RII. 
另外 在 抗旱 播 征 , 保苗 中 , (US ELE RE LF A BE 
1. SUE: Ze MO MSE, HES, WE LE, 

EAE, BEL; 播 征 合 再 进行 镇 压 ， RT SIRS 
窗 搂 , 便 基 吸收 水 众 , A ASE, HAUS EA STE, HE 
WEE, eA, 形成 士 幕 ,可 以 减少 水 修 燕 发 ,是 乾 旱 地 
区 的 必要 措施 。， 

2. 施肥 :有 机 质 肥 料 必须 沟 过 酸 酵 充 从 腐熟 后 才 可 施用 ， 
DSTA, WiC UR PEE I, ee I, MEAS 
二 百倍 的 水 调 稀 ; REA HOM, HS eh 

3. 消减 区 章 : 杂 草 硅 取 土 壤 中 的 水 共和 养料 , 且 易 寄生 病 、 
BAAR, RA IRIEL EE REE PER RUE, 

4. AGE: MRI, EPR D ALE, BERETA 
效 的 防治 , 以 保全 苗 。 

46, SEEM Pe Mora, FBR, MEAN Heme 
IANO, EW DESH PE I SLAB We we, TL 
AGRE: MIRE TH, Kie—-i”. 

A, HIS “ 增 施 有 机 守 肥料 和 稳 植 次 肥 作 物 或 多 年 
beh (PARRA PILE), DURE, He Le 
71, ST MLBURA HED , BURT RIP EK NOTED 

PS AMS IZ) Mi TE a ok OE UPL, TLS, 
不 像 北 厂 那样 亢 旱 ， 所 以 一 般 都 能 适时 播 上 种 ; 但 有 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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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因 较 长 上 时 期 不 十 ,农民 有 进行 抗旱 播种 的 。 南 矿 旱 地 耕作 方 
法 中 与 北 厂 有些 不 同 , 但 北 石 的 深耕 保 博 、 适 时 播种 、 BEGG 
idk, PRET Hak BK, BUS PP ok RS 
By aes, ABT PHAR es ewA eM 
DHA, 

(#4) 
Bij: 土壤 的 混 度 ,河北 农民 叫做 “ 丧 ”%“ 丧 好 >, 就 是 土壤 混 
RET: “5G” , 即 士 壤 乾 烛 。 
禾 苑 :每 究 的 禾苗 , 湖北 农民 呀 做 “ 禾 苑 ?。 
粉 :不 带 移 馆 的 黎 , WALRUS”. BBB, 序 用 不 带 
BW AIC Me Ba 

一 九 五 五 年 



HE IE \ ECR ELBE SEE RR 
AUB A> BS BE 
SRR ASE ye 经 工 委 FRR 

微 底 战 膀 自然 秋 害 ,是 进一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保 发 农 
产 粤 收 的 童 要 环节 。 像 非 北 过 楼 的 早已 实行 了 土地 改革 的 老 
区 CORED), 农民 已 取得 发 展 肖 业 生 产 的 主要 休 件 。 但 是 ， 
如 果 不 能 克服 自然 作 害 的 威 瑚 ， 农 业 上 的 油 产 渤 动 仍 是 无 法 
保证 的 。 连 年 非 北 都 有 伙 害 ,而 以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旱 、 患 \ 水 \ 头 、 
GSLBRRE, 受 客 面积 共 巡 一 全 大 以 上 。 SKITS BS 
sth, Bl TAK LAK SEM, 过 伙 乎 形成 了 一 种 规律 ， 
HAY EDD De ES kT, SST SEA BY PR RE 
EAT EE BS AL AES 
RAM, 雨量 常 易 失调 。 FPS SRW BABE I 
PESZE TE bse see As ART 
ATA BETS CREP MMABAR, LIE 
HO, SALA TE GEAR I, MESS 
i, 至 今 森林 面积 只 估 土 地 面积 百 分 之 一 点 三 左右 ， Att 3k 
不 能 发 挥 调剂 气候 、 漂 鞋 水 分 的 作用 。 加 以 解放 以 前 ,国民 党 
WLR, AO eM! ,— BI, LUPE Risk, 
FURR, WATT TI, EAL a RE 
AE Hh EE REE RU, HE, ARBRE 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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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已 作 了 不 少 修 河 治水 工作 ， 但 一 时 漫 来 不 及 根本 改善 过 
LEAL Flt SEAL HE HY a REE SE, BL BA 
RIL OE RAAT RO, aD AUREL 
J) EASE BEBOP ROPER AUST Eg Se BR ESE AE 
ASE WORE T AROSE, (ASE ONT REBAR 
HEE B=, “EEN” WHORE, PRUE 
PER ANZE 9 VU “SRA” , “ORAS 7K” BOVE JERR 
ARES LEER, (sed AREA 
BE SST; PAB HEL AR EEE A RB 
UF , HOARE REST TY OR Rh PI EAS TA 
AR, 去 年 和 秋 害 站 等 的 规模 之 大 ， RHE, BALE 
未 有 .。 乱 了 战 胶水 患 ,只 河北 、 平 原 两 省 ,就 动员 了 一 百 二 十 总 
人 修 坦 , 共 作 士 方 五 千 多 亡 公 方 ,防止 了 时 华北 倪 才 最 大 的 黄 
河 \ 大 清河 永定 河 ̀ \ 潮 白河 的 水 患 。 其 中 ， 仅 中 央 修 治 黄河 的 
投 砍 即 巡 三 估 二 千 历 斤 小 米 ， 超 过 国民 党 统治 时 期 一 -一刀 
三 四 年 储 河 最 高 投 碍 箱 五 千 二 百 五 十 万 斤 的 五 倍 多 。 在 巴 遭 
水 筑 的 地 区 ,又 积极 进行 了 排水 泪水 工作 ,平原 一 千 一 百 余 蓝 
页 水流 地 , HEPEM BAIT. 8 TS Set 
SR BLE Y BRIE STEED UT HBO 
HB HEREKE ALP RR, 修整 渠道 三 千 余 休 ， SEL 
省 , 共 浇 地 五 百 余 万 套 。 在 一 万 五 一 年 春季 充 旱 的 情况 下 , 双 
区 掀起 了 空前 规模 的 抗旱 播种 运动 ， 农 民 在 爱国 增产 热情 的 
SESE RD BEES, ABE SA Lem THe 
的 播种 计划 , IAAT THES, SA AAS 
AILS KE SS EY SEE 
SH $n Bir ey USE , 2S TRESS AS EER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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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ERL 浸种 拌 种 运动 外 , 阔 供 应 喷 吉 器 九 亡 余 架 ， TTS 

ABATGET. EBB, HAE LACE 
My WAH BMA BABI, PF ROIEIR/ RAR 

fil, ABET Ti2 YMA RAAB TRE. Rez 

MW. BMA RA TSRES, HHA RD EAM 

成 ,其 中 山西 省 已 超过 或 前 生产 水 平 的 百 分 之 一 十 。 因 和 火 害 

同等 所 保 访 或 增产 的 粮食 ， 单 就 棉 蚜 和 蝗 患 〈 蝗 吕 只 河北 材 

料 ) 两 项 来 谣 , 即 过 四 十 余 估 斤 粮 食 ， 若 加 上 和 其 它 炎 害 门 等 

的 成 配 ; 其 数目 将 会 超过 此 数 倍 , 过 是 多 麻 艇 人 的 数字 啊 ! Be 
想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秋 害 如 果 人 发生 在 国民 党 和 统治 时 期 ， 那 炎 情 将 

不 知 发 展 至 如 何 秘 重 的 程度 。 吉 些 成 续 只 有 在 新 的 人 民政 府 

颌 壮 下 和 解放 了 的 人 民 休 件 下 才 是 可 能 作 到 的 。 我 们 和 类 害 

同等 的 成 配 是 健 大 的 ,不 但 直接 保护 了 农业 生产 ,大 大 地 沽 少 

了 损失 ,而 且 也 篇 明年 防治 伙 祝 贷 定 了 良好 的 基础 。 
所 以 能 取得 过 些 成 续 , 第 一 是 由 於 人 民政 府 贯 徽 了 防 重 

RE OAS, 我 们 除 由 国家 投资 典 建 大 型 水 利 、 防 洪 工 程 如 

开 大 深 、 修 河 堤 、 疏 河道 、 捅 洪 著 洪 外 ,主要 是 开展 了 酝 染 性 的 

预防 伙 害 工作 。 如 发 HARE RAE, A AA ITKF, 

EF FRANK GRP TRAE, REPRE RS 

DEAR S » us BAS Pe SA ZATY 

L, 悉 耕 亦 在 时 间 短 、 瘟 力 缺 的 情况 下 过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 

巧 在 秋 耕 中 结合 了 拾 师 、 控 卵 、 拾 烧 损 茬 。 径 验 促 明 , 凡 泛 种 迭 

种 、 秘 赫 拾 荐 等 工作 做 的 好 的 地 区 ， 病 患 害 即 有 显著 的 减 轻 。 

去 年 蝗 嚼 多 发 生 在 苑 湾 草 地 或 未 秋 赫 的 地 区 , 即 是 饮 的 例 促 。 

因此 ，“ 防 重 放 治 ? 的 方针 必须 进一步 的 普 肖 贯 微 . 少 数 地 区 只 

重治 不 重 防 , 是 不 对 的 ,必须 拉 正 。 第 二 ;和 欠 害 六 等 ,特别 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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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TR ERT PGR MAZE is Ao: Bg TE ik SESE BS 

RA RASS TE ASAT TR ABS ad AY Be ack FBS 

HE FEN, BEDS PEARS A, FESS FARES yA T Ek 

BM, (HASBUERE ARNE, AMEE mises Sm 

RSA, BA Bh AE Ee , RE B PE 

Sh SPACE ARI, RAL AO PASE, Bite SO 

BGG PAG SEI RI” BO J FE PRS A» OB 

a=W BE AERA TRS. 1 ET HE 

BT HE y BEAU EE SI, RRC ASS, FER T SEER 

PATRAS PIS Oe = 9 BT “PER” BURR BE 2b Be 

抵抗 火 害 的 能 力 是 很 微弱 的 ; RO LEA, A EH BRT He HR 

害 的 力量 ,也 才 便 於 解决 生产 和 熏 秋 害 作 门 等 的 矛盾 。 去 年 搞 

量 播种 、 春 工 修 坦 、. 除 吉 、 饮 苗 等 任务 搞 在 一 起 , 贞 蕉 大 力 提倡 

钥 织 起 来 ,互助 组 售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金 比 原 来 境 加 了 三 分 之 一 

到 二 分 之 一 , 运 些 互助 组 踏 是 降 时 的 ,但 它 是 完全 若 评 本 秒 在 

生产 和 炎 害 六 等 的 要 求 伍 自 三 建立 起 来 的 。 它 不 但 保证 了 上 

渡 任 务 的 完成 , 兹 搞定 了 互助 运动 进一步 发 展 的 基础 。 第 四 

FERS EAL Wy GRRE HA Te SF PSE Se Te ER 

DAD TD ICTE FAH, BSL A RAY OME » EE T 

SAE CASPER A ETE) » BUS T Beak PY Gc lt 

法 ; ENTREE ill » HEPES BAAD T TE ATR ATED » Fete, MEAT 

RATES A Bs ML T tt AL CAO TR RRR sR 

id» RAT AURET Be AS)» BEIT TSP; WET 

Da SS PERE ES PIEb aT SEE, BE RA TTP eB Bi Bl Hh AS aE 

FAFA IE PIS i AA T EAA SS PSR BOE HB 

—F TE TRL, 第 五 ， TAT 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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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方 除 治 与 和 运用 更 补 相 结合 的 办 法 派遣 技术 干部 下 卷 ) 淮 行 
Be tle DBE CSE RR BRB SO 9 ROE SUE AERA 5 BO 

PBR PERS BS PHT FE ah Ee 9 AS Ba LE RR BOE TS: 5 4 Be 

MT A a BE AT a BK RE A ES 

FS ARERR ASHER, PILE BHA Re pr ae 7 

SEPP ALTE EI RBCAE » Hi T “SEIS oe ew sek 

TK WEAR FET” HOREER 5 WET IT A eh, WaT EE » 

Sp LEE PES SAREE i 1B BT EC » BE TL A BE 

(i SSeS FIN. B+ AA RSMAS RBS 

DRRAIZEARHETT SER ESCH IO ME Bern AA it 

Sh ees VERE AD T REA We FA PS PR OR SE 

= Facn RR WERE ARS RAS RR Sa 

ts ER” ho BS PSR. 反对 了 STEAR® 

AAA AE BAG eR 

DY ERE EAA RARE PSP aye Se a SE BS RE Ee 

45 J BUA EAT HE BY BR IRE» AEH ORES 

改正 遇 去 的 缺点 。 BERS AKRG  HRERBRA; BB 

生 了 :要 能 及 时 除 治 , 使 其 不 能 成 炎 。 今 后 要 注意 那些 工作 呢 ? 

第 一 ,首先 就 要 做 好 只 前 的 救 炎 工作 ， 保证 做 到 “不 俄 死 

一 人 ，“ 不 使 天 妇 流 离 失 所 2?， 过 是 政治 任务 。 因 篇 救 伙 搞 不 

好 ， 淡 范 滤 不 过 去 ,不 但 直接 天 傈 着 从 区 人 民 的 生活 和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生产 ,而 且 会 影 约 到 党 和 人 民政 府 对 农民 的 关 傈 。 由 放 

He Rea we TT AOR PRE FE AE PE, PRE 

ASK Y 9 SAE A AE ts Fy PE RAL: DE BR FA ASE 

Se lee ANA Hi Nee 9 ZE E BBG EE PGE b 83 RE 

TERY, REFERRER eH: 22 ER) Ae EAE PE 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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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动 手 过 晚 将 会 加 重 伙 情 。 救 党 中 的 基本 路 线 是 : ALGER 2 

生产 自救 ;发 摇 “ 靠 山 吃 由 、 吃 山 养 山 、 靠 水 吃水 吃水 养 水 ?的 
经 验 。 单 纯 依 千 政 府 救济 ,不 依靠 生 杂 生产 自救 的 观 黑 是 错误 
的 。 救 人 交还 必须 和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生产 及 防治 父 害 工 作 千 合 起 

来 ,过 庄 的 中 心 问 题 是 保 访 耕 牛 和 搞 好 秋 赫 。 
第 二 ,立即 短 划 兹 开始 改造 大 自然 的 工作 ,如 果 不 能 将 不 

FPS EAL TERY BROCE IDE, BRR HSE 
BOREL AN AT EEE BY, BUPA Ty SEE SAB BESET 

TH BY REARS BPRS (HEFT SAE BA aS EET REY 
且 个 别 工程 Caw'k BK) EL BAS TY . en EEE REE KH 
ABA WE ABYA—WE HM HEC LAR IA 
SAO BOY J 3 如 果 二 十 年 后 能 把 华北 的 森林 面积 扩大 到 足 
用 的 程度 , 寿 北 的 雨量 就 可 能 均匀 二 加 了 ,过 是 长 期 努力 的 目 
标 。 现 在 应 即 抓紧 开发 水 源 、 开 获 渠 道 、 控 掘 水 井 \ 加 深 河床 、 
建造 水 库 、 鞋 洪 摘 沙 、 引 水 放 浴 、 植 桶 造林 、 封 山 青 林 等 工作 ， 
做 好 了 过 些 工作 , 莫 北 将 出 现 -- 幅 美 天 的 自然 图 景 。 

第 三 ,城市 工业 (特别 是 中 小 城 锁 和 与 手工 业 ) SR 
防 需 要 的 原则 下 ,面向 农村 ,大 量 观 造 农 民 人 迫切 需要 的 新 式 农 
具 \ 水 车 和 农 旨 、 农 械 ,以 改善 农民 的 生产 条件, 弄 顷 抵抗 余 害 
的 能 力 。 农 业 科 学 工作 者 要 踊 蹊 雁 加 对 自然 矢 嘎 的 六 等 , 积 概 
HUBER, ERERU AES, TIME OREM TERS 
ACRE EG o MIA SANE 

5, Mitts, MBA A, 不 但 在 生产 上 是 过 
155 FEA SSE BY PSE 5 EE ES BST 
Ft BE BA BAAIIK EE , AERA VE RHEE y RTE ES AD , ce 

BLU MBE ME; MEERUT AAD EPR LE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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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 

BB — WY RAE is OVE 5 HAY A BF, FEE Ci » HE 

PNB NT HO. Kee, RHE RMS BRA 

tis Z., 3 

BB7S FASE Ta AE REE BS WS ESE as a HE, PE BE Je 

AS ELAR TS BYR AB 9 WBE BCI AS BL LA RES RSE 

的 致 休 主 义 。 

一 无 五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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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省 改善 灌 浙 管理 
HUAI SCE 

1 Pa SUE TER PEFR BS SE ey 去 冬 、 今 春 

Fe44 SED 5 TN RG OL LE Ee eo EE 

AIF EY EL. Beas eB A. DU AOR Ea Hh: 98 

DS {CEES AIK EBT BRK BY ie A 9 2 

EY ea GZ . AER LL aA ea OI aT A J 

ER ST Bee Ay SE KL, BIS He TT SEY, EPO, PEARY 

Veter EE ill BE 5 FE EIR SLA KF BY EEE HE_E » Eft IH hike 

i, FESUA RS EE LL, He TR eM ee 

诛 有 渠道 灌溉 面积 百 分 之 二 十 ;同时 也 克服 了 某 些 干部 的 “ 重 

工程 \ 轻 管理 "的 钳 谈 思想 。 主 要 逻 内 有 以 下 烧 黑 : 

(—) 实行 民主 管理 是 改善 灌流 的 先决 条 和 件 

表 去 山西 的 水 利 管理 , 软 遇 土地 改革 ,由 地 主 阶 稻 把持 独 

佑 的 情形 马 痉 陡 推 翻 了 。 但 带 有 封建 性 的 不 合理 的 管理 制度 ， 

丝 未 完全 改 丢 。 大 部 地 区 仍然 保留 着 渠 长 . 甲 标 制 ， 水 枞 篇 少 
BN TRE SA EKER, FARMERS, AEE Le Et 

AS EBSA SPAM BRAT. AHR; PRIA TS A 

HERS SER AA SD BE «HI TE IRR » FE OEE “RRB” » — SP RL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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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小 麦 一 千 多 石 。 格 次 潇 河 中 四 省 ， 每 年 除 央 修 工程 外 , 偿 浴 

长 工 郊 及 唱 贞 等 浪费 就 有 八 十 万 斤 小 米 ; 且 有 下 游 请 上 游 的 

BS ;名 之 上 “ 请 上 水 头 ?。 下 游 村 莫 每 年 都 要 准备 “ 跟 水 饭 ”、 

STK A, UREA” 3a BER ER re A PAI BERR. 

PAH Wa aK Fe FS HH ET SEP RSF} ES ， 

FH rfl) FEE g fice Bt HAG EAS KA Dy BY BET ta OEE a TK SSB 

Ee Bie EE BCE PET TKO 

FLARES ASAE A REC PEEPS ATs » BAR 

Perey» tems SBMA SE, 在 过 个 基础 上 ,推翻 了 仍 篇 

少数 人 所 把 持 的 各 河 系 水 利 局 ,废除 了 渠 长 . 甲 闽 制 及 压榨 伸 

刨 双双 的 “水 龙头 ?“ 水 老人 ”, 由 受 丛 至 杀 玩 汪 自 己 所 氛 议 的 

KARE GER PEA PEA), ARISE BKK 

RE RRS EAA BB, Ae PEAR KALE KA 

Kee EARS FES ER» DU ASS ee EAR 

PLAS , PAAE ZR AUR BRR KARE REAR EKA 

«ROR RAIS, BT PT EET Se Bay BS TT, 

batRih) , RESS. RIE SRE A, RIK eS 

于 三 个 重点 县 ,都 马 建 立 了 水 利 代表 会 ,有 些 地 区 已 名 开 了 三 

RY EAH; 县 、 渠 水 利 代 表 已 有 四 于 多 人 ， 大 部 分 是 娄 心 

水 利 的 入 称 分 子 和 对 水利 有 供 卖 \ 有 创造 的 水 利 劳动 模 箔 ,他 

们 已 成 笼 新 水 利 的 先锋 队 和 带动 三 双 办 好 水 利 的 骨 坪 。 也 正 

上 下放 探 取 民 主管 理 水 利 的 方 俘 , 因 而 提高 SAAR AE, 

发 挥 了 短 妈 的 积极 性 和 创造 性 , 葵 和 统一 管理 、 和 统一 使 水 打 好 了 

JERE > BAKE AARS , ARETE FERC, KAM 

BA AA IL BATA BPN 

OF EA BHT, — ILA EEA A, i ARSE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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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代 表 协 商 解决 了 。 团 结 一 致 向 水 冉 生 的 观念 亦 已 初步 横 普 一 
Oe AEN WI A AGT), ABET eT 
FE ARAL TARE ARS, SE, PEE Be 
ih SES LTE SEALE AT TAK, 

(=) 统一 管理 统一 使 水 .是 发 挥 现 有 水 利 

灌流 效能 的 基本 关键 

由 堆 过 去 封建 把 持 所 造成 的 极其 不 合理 的 分 村 、 分 段 制 
据 , 及 上 、 下 洲 和 受 丛 村 之 问 分 配水 程 不 公 ; 形 成 酸 大 的 浪费 。 
贬 县 阳 武 河 属 的 阳 武 村 ,有 水 地 两 千 吉 ， 分 配水 程 四 天 ; 南 甲 

村 有 水 地 三 千 南 ， 只 分 配水 程 一 天 ; BA SRE 
水 地 四 千 均 ， 也 仅 分 得 一 天 水 程 。 其 他 河渠 \ 泉 泊 分 配水 程 不 
合理 的 现象 , 也 相当 普 逼 。 过 样 , 倪 必 形成 分 配水 程 多 的 村 大 
量 浪费 、 分 配 少 的 村 浇 地 不 足 的 现象 .过 去 地 主 阶 级 享 有 使 水 
蛙 榴 的 时 代 所 遗留 下 的 不 合理 的 使 水 方法 ， 在 若干 地 区 也 仍 
A AOE Ss “SOR” 的 特权 ， 即 :三 风 不 浇 地 ， 
下 雨 不 江 地 ,夜晚 不 浇 地 ”过 自 然 形 成 很 大 浪费 。 播 花 “ 乘 水” 
灌溉 ,或 探 用 抽 敏 翰 水 ,使 上 、 下 认 往 返 调 水 ,浪费 水 程 更 需 磊 
重 。 在 若干 洪水 渠道 上 , 如 霍 都 见 、 贫 口 等 地 ,仍然 探 用 着 “上 
足下 用 ”的 不 合理 灌 浙 原 划 ， JE Le} HEHE, 
下 游 村 三 年 漫 翰 不 到 一 次 。 需 了 改革 过 些 不 合理 的 使 水 制度 ， 
建立 合理 的 比较 科学 的 使 水 方法 ,必须 首先 通过 水 利 代表 会 ， 
儿 定 河 系 渠道 统一 管理 、 硫 一 使 用 的 计划 ， 以 “天 下 农民 是 一 
Fe” hoi) BB, 克服 本 位 自私 及 水 权 特 有 的 观点 。 提 出 
“水 包公 有 、\ 水 画 其 用 ”的 使 水 原则 (当然 应 首先 照顾 历史 )。 必 
要 时 也 可 以 先 富 行 部 分 地 区 的 统一 ,以 实例 数 育 雁 ,逐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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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 PSE AR AYR eae ET EE, PE 

WY TESA AAS EE, IU OF i ER a KA) 

| SRB, CT ST AHA OK, AS 

TFT EAHA aI HS, BB er TK, Ey PE EK AT BE 

的 办 法 ,大 大 地 和 节省 了 水 程 , 缩短 了 灌 浙 日 期 ， RATHER 

MAB ASHE Sw IL OFT 

Bw oA — FRET Bm. 2 RIE ALL PEH 

PLAGE 5 ALEKTRA —K BALAK 

bgbe—K ; PEPGAE AREA, HARK AHA YS. 

RSBRAREE ASM, —Ah—FHERABABT 

Fith, RRS FE FE — UG USE A TRE FE 

— FU — FEE AA KREWE T ESRI 

O4F7E-FiB AA Ree T= Pa LEEKS ,十 

KARE SOTR Aw, BRM AKA SS 

- 喜 ); 三 十 天 输 兴 一 次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十 二 天 全 就 全 部 浇 完 ; 所 

节余 的 水 量 ,又 新 增加 六 个 受 丛 村 ， I BAT. 

TPH EME, PRAT IRR, MATT 

料 。 Vy BE EERE SE BREET A KRAS 5 BEEK EA 

0 TRAM; AGEL EK MAS, HERA SE 
asc A—BOITEBS YT SRLS ER 

EEA SATA, R-AK RRS eR 

富 ? 可 和 节省 料 费 小 米 一 万 多 斤 ， 省 工 一 万 五 千 个 。 和 起 了 淮 一 步 

Bo PS Bi ok ae HL AY Yo AFP BSE TE PR, 

左右 岸 航 一 使 水 团结 灌 浙 的 合同 制 , 在 自愿 两 利 的 原则 下 民 

主场 芒 , 衣 立 了 使 水 公 的 ,提出 不 从 水 \ 不 浪费 不 失 水 等 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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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规定 了 共同 遵 等 的 使 水 纪律 。 过 是 生 妇 管 斑 水 利 的 最 好 

形式 ,也 是 贯 徽 民 主管 理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 且 前 江河 等 十 五 道 渠 

及 五 十 多 个 村 ， 已 至 部 订立 了 公物 。 但 全 省 膛 不 够 普 淘 "应 很 

好 地 推广 .此 外 ,各 地 在 艇 一 使 水 的 原则 下 由 各 村 水 利 代 表 颌 

壮 补 地 郑 和 组 成 兴 地 互助 小 组 , 订 了 立 浇 地 公 狗 , 绽 由 水 利 管理 员 

性 夜 巡 党, 跟 水 行 浇 , 也 是 贯 币 统 一 使 水 的 重要 保 促 。 

(=) HREBRREOEK kz APSR 

SEER DUANE 

4 BESET» REREE SR 
PREP? ASHER, REUTER, RRB 
Bae te PEGE By WL pa BOK AU BERN, SSSR BER LB 
Hh SLAC AY ENE To AE EA: T RRS. 
A ATA SE: “GE — FAY RIL US a HL” 水 翰 
AACME, SHES, BEANS AKER Be 
BE, WBE A HEAT EK ABB EAR: 使 水 过 
FATT AB WEIS LER, OF LE Py JE A RKB Fe 
BEAR J “LR HEME, BHT AT BE Dee > Vein 2 Es Tn ELBE Kk 
AL AY AEE BN POKER IS 5 RES SE MME i UPR EE FE 
Hi BAL, Ie HY CER EAT TSR LED, EI 
iE AA RED, KS EERE BAT 
VBS REY RK, Gi ERY AT EEK OAK), FAL 
MAE “AB eh AEDS”, SLE ABMS 
ABS yA PEO SERVE 5 HY BEA Leak 3 PS PRE TK SRS» EE Pak 
BAR HE » BEIDTRAE EDIE NOSE, CE, ah 
ARR ATI HORDES MWS BOR BOE, 甚至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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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瀑 地 造成 损失 。 要 化 小 甲 夫 ,多 修 支 毛 , 斗 渠 按 水 量 及 土壤 
情 观 规定 一 般 使 水 数量 (有 的 规定 不 超过 三 寸 )， 都 是 必须 逐 
步 解 决 的 问题 。 汾 河 、 潇 河 等 地 用 砂 间 创造 了 根据 水 量 大 小 、 
集中 或 分 散 使 水 的 原 旭 《〈 水 量 不 足 时 , 按 “ 先 青 昔 、 后 白地 ?， 
“ 先 低 种 作 肠 、 和 后 高 种 作物 ”的 办 法 分 配水 量 )。 解 县 西 王 村 等 
地 小 棉 楷 探 用 隔 汉 浇 水 〈 就 是 按 棉花 的 行距 隔 一 行 汉 一 行 的 
SHS) ALD AM AREA SE ET GOK ABIL 
BE SRN AE AT IT Ty BT BE HF 
楼 也 能 节省 大 量 永 程 ,过 都 是 很 好 的 合理 用 水 的 方法 ,应 加 以 
提倡 此 外 ， 解 县 棉花 学 产 模 秀 曲 姿 能 ,创造 了 “ 勤 浇 少 浇 ” 的 
使 水 方法 ; 若干 地 区 实行 深井 、 浅 井 混 合 灌 浙 的 办 法 ,不 独 可 
饭 各 娃 瞧 化 土地 ,而且 可 以 节省 水 量 。 合 理 用 水 是 非常 科学 的 
工作 也 是 极其 竹 密 的 组 炽 工 作 , GR REE AER REE 
APE BAN SMP TMT A Kee, 
过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Ei) fae, SBEAKH SV REK 

Ey ON DL BES IK BORE 

APE A BUFF He i RE es BE J EFA IK TE 

Reve HSM; 安 上 水 车 , BEATLES; ALAR IE, 车 井 不 

疗 ， 画 夜 输 浇 ， 可 汉 地 三 十 套 ; 如 果 水 量 充 足 ， 用 大 牲口 拉 水 

LAK, 还 可 以 扩大 到 四 十 大 甚至 五 十 大 。 汗 城 
SH Ayes: 用 和 牛 牵 引 的 水 车 ,一 画 夜 只 能 涂 地 二 喜人 年; FARR 

马 束 引 的 水 车 ,可 庶 地 三 套牢 到 四 南 , 过 散 明 改换 大 性 冀 也 是 

充分 发 撞 水 井 效 能 的 十 分 重要 的 条件。 上述 事 实 充 分 襄 明 , 租 

线 起 来 对 认 井 水 效用 的 发 挥 ,天 人 是 十 分 重大 的 。 目 前 出 西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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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的 水 车 的 用 户 有 一 部 分 还 没有 租 织 起 来 ， 全 省 有 闪 万 眼 水 
井 还 是 掌握 在 单干 捕手 详 , 如 果 人 至 部 钥 各 起 来 ,最 低 可 扩大 让 
地 三 十 万 喜 。 在 硼 织 时 ,必须 照 硕 原 井 主 、 守 主 的 所 有 灼 ; 猴 用 
RAE RAE DT A as DS, RA ie 
Pa PAY JE BEAT Bh ROK KER, 

(AZ ALGAE UT RE, ee a 
BE ELS Ie RR, (ESSER AG, PO LB 
ill BERS ASE: , AE KS A Ea 
大 规模 的 防 旱 、 抗 旱 有 运动 中 ,要 大 力 推广 过 一 先进 药 灌 溉 管理 
RE, 要求 至 省 等 取 在 现 有 灌溉 面积 的 基础 上 ;》 用 加 强 管 理 、 
合理 用 水 及 粗 菱 起 来 鹏 用 水 车 \ 水 利 等 办 法 ,做 到 增加 涂 地 面 
MEDAL 描 加 小 地 八 十 万 页 到 一 百 亡 献 )， 过 畦 至 省 人 民 
将 是 一 个 极其 重大 的 黄 责 。 但 这 一 任 锣 契 非 少数 水 利 干部 所 
能 完成 , 各 地 党 、 政 全 半 机 关 必 须 了 予以 足够 的 重视 ,根据 各 地 
不 同情 驶 做 出 计划 , PEAR AE, APSALBHED) aE 
过 一 任务 的 实现 。 

一 九 五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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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改 释 喜 旱地 区 的 面貌 而 门 等 
甘肃 日 报社 论 

中 共 甘 肃 和 省 委 召开 的 第 一 次 乾 旱 地 区 工作 会 议 ， 作 出 了 
PPAR A LUBE MRE, WEES AAI 
HOTR ASHE TS ICE: BA EB AE HE tg SE Be Be 
ALDER IE By EAT EE HO HUTS » BIS 45 EP wk By 
TKS HG FEES BATS WOK MURR IKE Bh SS ee 
RAE AN LE ABET ORBEA, 
by A RAH AR ERE) kook, BES age 
命 精神 ,充分 发 挥 自己 的 智慧 和 力量 ,等 取 完 成 和 超 略 完成 此 

”项 任 务 。 
甘肃 中 部 是 一 个 常年 乾 旱 的 地 区 。 西 起 大 夏河 , 东 到 证 河 
西北 源 , 北 至 景泰 .中 卫 、 同 心 等 县 , 南 过 渭河 西北 源 , 其 间 包 
括 二 十 七 个 县 (自治 区 ) 的 大 部 或 一 部 ,共有 七 百 零 一 个 乡 、 一 
百 三 十 三 苗 余 人 口 一 千 一 百代 十 余 万 喜 耕地 .过 个 地 区 主要 
的 特 黑 有 三 个 : 第 一 地 多 人 少 ,气候 乾 爆 ,雨量 稀少 , 每 年 平 
均 雨 量 一 般 不 过 二 百 到 三 百 公 厘 ， 而 且 落 雨 多 在 大 月 底 以 后 
和 整个 秋季 ; 故 夏 田 轻 常 受 旱 ， 大 秋 作 物 常 不 能 按时 下 种 ;有 
的 地 方 人 、 音 能 水 也 发 生 困 疮 。 第 二 丘陵 起 伏 , 山 匠 地 估 面 积 
很 大 ,但 大 多 是 量 山 秃 巅 ,草木 稀少 ,也 很 少 煤炭; 所 以 燃料 困 
HE AC RHRZ » fA, BH, WEARER, ZESR A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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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FESR ALTE EU SCY RSS HORE , RAE, REE 
Be, PLANET EU s AUR BE ARE ae RHR TAB 
Bo TAE 5 RST HE NEES » ABS J eis EAL LF. 

GRAB Wh y ISEB EASE HE RIOR, ME 
+250, Aim RASA ee, 路 然 如 此 ,但 因 
USS, ERAS IU ES. 
EMA Ase teh SSP: tee eee Se 

现象 存在 而 探 取消 三 救 济 的 办 法 呢 ? 还 是 榨取 积 原 的 办 法 ,全 ， 
EAL MER MRE TT ARB SE A ETT 
iO, 2 LET RR A EH A RS EE 
Byte, ASS A AU BY SEE A 4 TE 
PAULA Ht Bah GE AEP ee RE Cee 
(jG ZB RE TEAS SE AEE EEA SR 
TR SRR BBE AR SE ER He AE 
TELA SLAVE Ly ST HER RRO AT EE BE 
品 得 到 供应 ,篇 了 从 根本 上 水 步 改善 当地 农民 生活 ,就 必须 改 
Sh, Hn AY Tt LAN EEE AIRE BE BAK 
Sy BLANK EAE AI AEM OBE ES Se Ae 
合作 和 社 , FEA BALE YT FT IE. PEE, PRU BOK 
i AT SUE KA, FERVOR, BAe Penk LPR 
VE HER REEY , 才能 轻 过 若干 年 后 , OR A Le 
$4 JE AB RS a BA ERA ERA 
RIE UME» i Hae AT RRS A OE (SEI eT, 
Uk » RAT MY EO AR BOREL, JS EAL TALIA, 
Gi EY PARAS HVE, 
AIS ORM MAC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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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进 行 农 业 基 本 建设 ,加 速 改 杰 乾 早 面 台 , 就 必须 重 秽 发 展 互 

BAER, 特别 是 农业 生产 合作 入 应 亦 适 当地 发 展 得 快 一 

些 ) 因 笼 共 有 依靠 互助 合作 朝 线 才能 进行 农业 匠 本 建设 ,才能 

提高 农业 生产 力 。 但 是 ,过 类 地 区 有 一 部 分 干部 ， 却 婉 得 炎 情 

fe SAAT WA, 救 党 集 忙 不 过 来 , PAIS ERA 

合作 呢 ， 因而 往往 放 雍 或 放 此 了 针 互 助 合作 的 借 闭 。 显 然 , 运 

是 十 分 钳 珊 的 。 因 篇 互助 合作 基础 越 是 攻 能 , 越 不 能 有 效 地 抗 

拒 自 然 氏 害 ; 双 末 生活 将 会 越 加 因 元 ,我 们 的 工作 出 会 越 加 被 

iy, SOREL, 必然 停 光 过 类 地 区 的 社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使 人 民 

陷 庆 长 期 丛 困 的 境地 。 因 此 ,目前 的 农业 基本 建设 工作 ,必须 

依靠 互助 合作 朝 积 来 进行 ， 蓄 通过 农业 建设 工作 做 好 建立 苦 

业 生 产 合作 和 社 的 准备 工作 ， 轧 待 秋 和 后 大 力 建立 农业 生产 合作 

和 社 。 同 时， 图 和 绕 过 一 中 心 工作 , 亦 应 做 好 建 答 Geo TE oY 

粮食 棉布 等 统购 和 统销 及 其 全 工作 。 饶 要 紧 紧 地 抓 住 中 心 , 义 要 

通过 中 痘 工 作 推动 其 他 工作 。 不 分 主 欢 是 不 对 的 ,使 中 心 工 作 

BEE THE if DO ke Se OE iG tht SER BY 

FS J ANP ER ARE PRA SE 

服 “ 由 国家 包办 建设 2 和 “日 纯 依 靠 政府 的 想法 和 做 法 。 过 去 ， 

过 类 地 区 有 一 部 分 干部 ,存在 着 “建设 由 项 家 包 下 来"`、“ 靠 钱 

Pi” 的 思想 ， 从 而 助长 了 部 分 和 王 妈 单纯 依靠 政府 的 思想 ， 而 

不 去 积 株 淮 行 建设 , 过 榜 的 思想 是 钳 误 的 。 照 此 做 去 ,区 不 可 

Be Ese RE hal AY HT ERAS LO AKA» TA ete 

EEIRZ 9 WEAR PHA y SECA ALA ER UE STR RAAT g UE 

B58 FT SEE SEAN, FRA Bs eS ST RE AB S_L 

7 FH hae BY Tin By BA EE 7S tn Fab — 3 Hk TB RE A 

38 AEA BRE AY , FS FRA EK 1 5 BA SSE i L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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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 社 会， 就 必须 集中 主要 力量 来 建设 工业 , 尤其 是 重工 上 本。 只 
有 首先 集中 力量 把 重工 业 建 设 起 来 了 ， 才 能 使 农业 巡 到 现代 
化 和 堪 械 化 。 因 此 ， 园 家 工业 化 是 至 国人 民 也 是 农民 长 束 的 根 
本 的 利 丛 。 过 样 施 来 ,我 们 应 当 怎 榜 办 呢 ? 我 们 应 当 在 国家 仅 
FREAD) oT ORL BP EA BAR RARE 
RX SRIRLALE AN, RRM Re 
结合 起 来 ,把 国家 的 投资 、 贷 款 及 技术 指导 ， MARMARA 
智 兢 结合 起 来 ;把 重点 示 钝 和 普 汤 开 展 结 合 起 来 ;我 们 就 能 发 
动 竹 杂 的 俯 大 力量 ,克服 任何 困 将 。 专 区 、 县、 区 应 该 分 别 建立 

GPR APP RE RE E By RE, 在 奥 修 水 地 、 水 漫 地 时 ,要 照顾 灌 
区 无 地 农民 的 利 丛 , 探 取 建 立 农 业 生 产 合作 入 等 办 法 , 巡 到 家 
家 有利。 

援 在 我 们 面前 的 任务 是 抑 巨 的 ， 但 是 ， 我 们 必须 坚定 信 
心 9 以 能 苦 奢 周 的 革命 精神 ,来 完成 过 关 地 区 的 农业 基本 建 悦 
工作 。 因 篱 在 我 们 面前 有 着 许多 有 利 人 条件, 有待 评 加 以 利用 。 
兰 先 ,过 关 地 区 和 且 肉 由 放 常 年 遭 伙 ,长 期 以 来 他 们 追 切 地 要 求 
进行 农业 基本 建设 ,只 要 我 们 大 力 加 以 棚 积 指导 和 扶助 ;就 可 
以 形成 一 个 骏 秦 性 的 脖 动 .其 次 由於 亲 年 来 和 作客 问 等 的 千 
果 ， AP AAR EE, 已 初步 摸 案 了 一 些 经 验 , 广 大 
SREB RSE + LER TS SESE, 
jes PE RRES y A EGRET AY ERE 就 可 以 充分 利用 。 再 者 ,由 

FRE AT BRERA Ee BORED A aS; Bb 

(SEMA VAM, ERE 
乾 旱 、 进 行 基本 建设 准备 了 休 件 。 A, MB IL 
馅 ,恒利 於 基本 建设 ， 只 要 抓 坚 时机, 积极 进行 ,今冬 \ 明 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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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休 件 地 区 平均 每 人 发 展 咎 均 水 地 或 水 漫 地 的 任务 是 可 以 完 
成 的 。 会 宁 何 畔 乡 当 纠正 了 干部 和 全 录音 纯 依 靠 政 府 救 洲 的 
思想 以 后 , 仅 今 年 八 月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 即 完成 了 洪水 漫 地 一 千 
一 百 七 十 三 喜 ) 公 有 乡 每 人 平均 过 到 全 吉水 漫 地 。 过 个 箔 例 充 分 
说 明了 今冬 \ 明 春 的 任务 完 人 至 可 以 完成 或 超额 完成 。 

乾 旱 地 区 每 一 个 共产 党 员 和 干部 ， 都 应 鼓 侩 快 而 乱 肃 地 
Pi BRR, BASE ESE RE RR EAS 
Cee I, FALE, UM RS 
AAP EA BE SST TRS SAY 
TEA 3a SH ERS ERR IMS 
Tre EH BRAS Usk BR, UE, RASS BB 
取得 广大 符 浴 的 氛 订 。 BAUS RE, MR Be AO 
共产 党 员 、 革 命 干部 的 光荣 称号 不 相称 的 。 

微 底 改 沟 乾 旱 地 区 的 面 青 ,是 一 件 长 期 的 报 巨 的 工作 ,也 
是 一 件 光 荣 俊 大 的 和 社会 主义 建设 和 入 会 主义 改造 工作 ， 我 们 

BUR REA, SRS MAS.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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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开展 西 北 地 区 水 土 体 持 工 作 
HMASIZACRISE AAA 

TEARS CAE AE WG ACHUE, FEST EY 
PHS ASSET ER ARE: ST TE 
ABEL VEU | EBLE eT SKE SK A, BABA eR 
持 工作 ,解决 黄河 的 泥 沙 问 题 。 根 据 黄 河水 文 资料 : 黄河 每 年 
平均 琼 沙 量 在 陕 州 乱 十 二 做 六 千 亡 公吨 。 而 过 些 泥 沙 主要 是 
从 青海 贵 德 以 下 三 十 七 遍 平 方 公里 的 黄土 高 原 带 来 的 。 和 从 各 
地 来 源 来 看 ， 苦 州 每 年 输 沙 量 震 陕 州 年 轮 沙 量 的 百 分 之 九 点 
坟 , 青 铜 羡 (在 宁夏 省 ) 需 百 分 之 十 大 点 四 , 包 藉 乱 百 分 之 十 一 
点 三 ,能 门 篇 百 分 之 六 十 三 ,这 天 篱 百 分 之 大 十 七 ;都 是 很 显明 
的 。 泥 沙 对 放 黄 河 的 忆 重 影响 ,就 是 <E 冲 下 浜 ”由 放 上 冲 , 造 
成 了 西北 黄土 高 原 区 严重 的 水 十 流失 ; 改 释 了 自然 地 形 ,增加 
了 人 民生 产 和 生活 上 的 困 交 ;由 放下 激 , 黄 河 下 游 河床 还 年 挡 
高 ,形成 了 高 出 地 面 三 公 尺 至 七 、 作 公 尺 的 RM”, 增加 了 洪 
水 的 威 疹 , 葵 沿 河 人 民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入 害 。 所 以 要 解决 黄河 问 
题 , 首 先 必须 解决 西北 黄土 高 原 的 水 土 流失 问题 。 

水 土 流 拓 区 域 ， 中 然 是 在 西北 三 十 七 万 平方 公里 的 黄土 
高 原 , 但 主要 的 是 陕 北 、 陛 东 、 陈 中 、 陈 南 等 区 篱 中心 的 二 十 万 
平方 公里 地 带 较 篇 悉 重 。 因 此 今年 四 月 西北 水 土 考 察 转 以 上 
列 地 区 篇 重点 ,进行 了 一 般 暴 解 和 重点 调查 ,以 雨 个 宇 月 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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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 重 点 地 研究 了 水 土 流 失 和 沙 浇 南 移 的 规律 ,分 析 了 和 社会 净 
BEAR 5 Ne HWA T RRR LEST TE EE 
JCOK-LARERIVE RO RARE UEP: 

(—) BARR 

西北 黄土 高 原 地 一 下 讼 水 土 流 类 的 结果 ， 已 经 成 篇 一 个 

HDi > 技 海 在 一 千 至 二 千 八 百 公 乓 之 间 ， 地质 沟 篇 黄 士 、 

HL CS ee PI AEN, RE ATA Wa Sit A AE, SRB 

TRALEE A SE Rg SEAT Tes JT A “OS Se 

碎 2 一 条 请 来 形容 。 WH AK, BEE FRAT 

五 百 公 尺 之 间 , 兰 石 多 露出 地 面 ,黄土 较 薄 。 过 一 区 域 ; 因 地 形 

等 自然 因素 的 不 同 ,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情况 : 陕 北 马 经 成 了 千 游 菌 

罕 、 支 离 破碎 的 丘陵 姜 察 区; PE RE PR TE BS (EER 

a TSP HU» CHARTS eh ERTIES i. NAR LU Bk 

Bins RUWAE—TR AZ TAABRZE, WAR E 

2 RBBB BAH RAR ba 

中 没有 陕 北 冲刷 矣 重 ， ELEM TG AE » 1S Ee TH AE Mine 9 TT A 

RAE AS Ti] 2 ae EE: Nk 39 SH Sa oz I EL EHR oe J 

Ye AY 5 ROAM Be ESE ER, » Bie AP bi I IK A THE FE HE LAS. g —- fusca 

St ATA 

Be SG cK LA BME RR, RE 

ARK 9 RES SNL FRAP EEA FE, BE EBD Hi FS SE BE LD 

高 度 AR Tal» ANA» 但 是 也 有 一 定 的 规 

律 : SEER a AC PAT, FAT PAE, BR 

Bie BRE BE EAE EE ye SBE BE y FETS HES 9 SES 15 BE 

BER AV ALES, DD ELIS 9 FUERZ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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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结合 主要 靠 碳酸 钙 , 合 量 在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 根 搓 黄 土 性 持 及 
西北 自然 条件 ,目前 黄土 存在 的 主要 问题 是 :一 、 易 受 冲 拓 。 冲 
失 的 原因 很 多 ,条 的 说 来 ;有 以 下 大 点 :第 一 是 粒 帮 ;第 二 、 夭 
DD, 主要 依靠 石灰 质 ; BH REAR, 故 最 易 冲 剧 及 深 
解 。 二 、 抗 旱 力 弱 。 黄 二 本 身 所 含水 量 很 少 , LASZREME 
漏 ,因此 , 常 坑 旱 代 。 三 生产力 不 高 。 黄 土 中 含有 楼 物 百 分 之 
Zh, ABPZEMEZEMH, 氧化 鲜 百 分 之 二 ,氧化 磷 
百 分 之 雪 点 一 五 。 钾 、 磷 在 缺乏 水 分 的 情况 下 最 人 兢 吸收 ;所 以 
西北 黄土 地 区 地 力 薄 弱 , 生 产 力 不 高 。 

西北 气 包 是 大 陆 性 的 气候 。 大 陵 性 所 局 的 特点 是 炎 化 这 
大 ,自然 炙 害 多 。 过 些 情况 由 北 而 南 ， HT Rw 
EG EAR FLERE, SERA, HSB, BME 
HER FYE Ak A, ASE K, SHEE. BR 
ES AY BE, I ET BBL US EE — 
IER, WAAR AM+K, HAE: 
WAL} SM ERIS» RAR A RA 
SRK VOB ARNE Se, AR 
ASE e326 Bh PE 
AFB TH, OKA KR BC BE EB a 
be , PER SE FLERE RICUL” EAR 
Ay AAET Hh BET TR” BORER. TE LEMP, 
(Ese Ee BASE AEE SE AR ER TE LR” 

(=) 水 土 流失 的 规律 

天 放水 土 流失 一般 的 规律 ,可 分 需 以 下 灼 种 :一 ) 浅 罕 改 

展 由 坦 沟 而 支 沟 , 以 沟 的 纶 剂 面 篇 降 时 的 售 鲁 基点 ,先兆 冻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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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FR JES PI 9 UE SED hey ES EW HE Bl FE A EE AR 5 

Tie Je RIE PD), (= RE ES ETE Bh), aE 

| VA PU, Pure. RAS ERK. 

AB) bse Aay tek ERA ST RE aS IERIE , BEE SI 

Fa BELA ZC 9 HE TCH » POP HME Ey RE RA , GEER AD Hifi a 

Fis 5S], (VG) > Bi Hes Ve Be BE HE SCHED SS AG Hs ea DE FE GE SBE 

B37 BE ap RR , PARTE HAS ES, CA) BE ll 

Pe TE AP: Fe De a lk TSE ES AP hl ee 

HE 5 Tes JER A Tak PS HY Sy TT BY ae DA SE NE 

发 展 的 特点 : ERBS YE ARTE » FA GSS ALLE » MUTE Sc ETF » 

PO tse SE VOB TE » HERA E. R1, c5 Te RR 

Pe Ti DE HERA » BBR, 

(=) 如 何 开 展 水 土 保持 工作 

根据 现在 各 方面 的 情 驶 及 休 件 ， 西 北 地 区 水 十 保持 工作 

EPRI Ze Tt DEI BSA AS HER serait 的 方 sane 

《一 ) 改 造 自 招收 造 社会 相 粘 和 合 ‘det 自然 只 有 在 入 全 

主义 的 优越 制度 下 才 有 可 能 。 坪 联 经 办 发 明 :社会 主义 社会 制 

度 不 但 篇 改造 自然 开关 了 道路 ， 同 时 自然 改造 也 乱 宪 会 改造 

讶 供 了 愧 和 贤 基础 。 中 国 在 解放 前 ,水 土 保持 工作 也 售 引 起 了 科 

学 工作 者 的 注意 ,做 了 一 些 试验 研究 工作 ,但 都 没有 得 到 和 结果。 

我 们 训 篱 水 土 保持 工作 的 开展 不 是 单纯 的 技术 问题 ， 而 是 入 

会 制度 问题 。. 很 明显 ,国民 党 反动 政权 根本 不 是 乱 人 民 服 务 的 。 

由 共 人 民 的 胶 利 ,现在 的 情况 不 同 了 ,我 们 进行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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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仅 有 了 可 能 ,而 且 有 了 极其 光明 的 前 途 。 但 在 我 国 小 农 胡 湾 
估 优 堆 的 状 吏 下, 想 立 刻 大 规模 的 进行 过 一 工作 是 不 可 能 的 ; 
我 们 应 从 现在 实际 情况 着 手 ， 和 结合 农业 生产 互助 合作 的 方向 
和 和 集体 化 前 途 , 来 逐步 推广 。 

(二 ) 草 河 建 设 与 西北 家 业 建 设 相 和 结合 “水土 保持 工作 是 
一 件 综 合 性 的 工作 ,必须 使 水 土 保持 与 发 展 西北 农业 生产 ,在 
国家 和 统一 计划 分 工 合作 的 原则 下 ,密切 结合 , RE. eS 
针对 不 同情 况 以 沟 穴 治理 的 办 法 ， 有 计划 的 修筑 铀 泥 场 策反 
SG» PETAL ea Tt Fa, HVE AG; 同 叶 结合 林 \ 收 ,以 改 茹 
攻 地 ,固定 横 坡 , 称 定 兆 床 ,发展 农 业 生 产 以 停止 汪 罕 发展, 解 
决 兆 冲 问题 。 

(=|) 22+ ERKAREHES KLEREUET ES 
生产 便 没 有 内 容 ; SEAL TE EE J OK, (EAR, PA 
ARBRE TBE OE, WARS ABE, sbi 
FE KE HSE, HE A BRE ,都 是 很 好 的 办法 。 但 在 
PEACH pa HSB ES BE Hy EIR BS EAR BA ZETA BE, ER 
SABIE ARERR ESTER JRE REALE RSC, 
Pe Bit eA aE Sk ER A BRR 

HLPE LIAS SU, WALL P BREE RBA KLAR 
持 工 作 : 

一 \ 做 好 基本 工作 ”基本 工作 包括 测量 水文、 泥 沙 三 罕 、 
规划 等 工作 。 要 展开 水 土 保持 工作 要 注意 取得 基本 套 料 , 需 黄 
河流 域 及 开展 水 土 保持 工作 做 好 准 介 。 

二 、 和 结合 农业 生 兰 逐步 开展 大 容 性 的 水 土 保持 工作 ”过 

是 永 土 保持 的 一 个 重要 关键 , 首先 创造 典型 ， 积 累 痉 验 ) 数 育 
农民 , 作 好 推广 的 准备 。 在 工作 上 膛 要 一 面 认 规 水 土 保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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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长 期 的 ,科学 的 、 复 末 的 、 向 自然 作 门 等 的 农业 生产 根本 建 
发 工作 ;一 面 在 重点 试 闪 和 乏 步 推广 中 ,要 照顾 到 农民 发 这 利 
FA EL A SBE, FE ZS Tit HE, BS ETE BEA PRAT i), 

三 \ 有 计划 的 发 展 林业 ,培植 草原 “西北 植 草 , 造 林 不 是 不 
ef AE Rey PALER» tin SE iG PT, Bi re Pe 
BGA EG WLS RASA REE, De BERRI 
“mele SARE IG TE” As St, A I, HA 
FH Fl FAL Mh ARIST EE RC ARE I BL, aL, 
HES AS fy DELS 5 Te] SFE BT As Ya I SE 

四 \ 重 点 建立 综合 性 贺 鸽 农 塌 ”综合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是 个 
新 的 王 作 , 需 创造 痉 输 ， 数 育 农民 ， 中 央 农 业 部 最 好 能 在 陕西 
苞 德 、 填 肃 庆 阳 建立 十 个 综合 性 的 国营 农场 ,进行 合理 利用 士 
地 、 灰 作 方 法 与 经 营 管理 的 试验 工作 , 兹 在 试验 中 ， 作 到 饶 能 
RE KL, LABIA URE. 

AIS RAS || ALU AEE Be 
“CVE SRR AEE UES eS IRE 

AL SUKARS LES SI TAL, eat 
的 水 主 保 持 工 作 , rete, Wade BR Be PA, 
有 关 业 务 部 门 的 棚 积 什 章 工 作 。 

存 起 来 车, 我 们 对 西北 的 认识 是 : 西北 餐 源 是 丰富 的 ， 水 
土 流 天 是 严重 的 ,农民 生活 是 从 困 的 ,开展 水 土 保 持 工作 是 有 
(EMERY . 但 永 士 保 持 工 作 是 长 期 的 、 复 杂 的 、 轴 倒 的 改造 自然 
工作 。 可 是 我 们 相信 ， 在 宝 现 国家 工业 化 农业 集体 化 过 滤 到 
社会 主义 的 翻 方针 下 ,在 毛 主席 英明 贷 痢 下 ,学 名 苏联 先进 砍 
验 , 依 先生 秦 , 正 确 的 结合 农民 发 展 生 产 的 要 求 , 克 服 困 订 , 作 
好 水 土 保持 工作 ;和 灶 化 西北 ,根治 黄河 , 是 有 办 法 、 有 信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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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ti P-L a PK oe 
抗旱 增产 的 耕作 方 = 

BR ak HF. 

oar. i He Ek OTE 

PaekEE cee) FEALTE BULA, KIRA 
LDS ERRK, GAZA Le +e e+ 
HERQUEHH BER EE LEE Le ek SL 
E/E HBB IK AY BRS eS Ah, EHS A EE 
oR AE RK CR AN IB EAS 

太 人 缺乏 ,但 分 伪 很 不 均匀 。 春 季 常 苦 无 雨 ; 夏季 降雨 中 估 了 全 
年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二 ,但 多 篇 雷雨 、 冰 起 ,再 加 上 坡度 峻 了 吨 ， 耕 作 

不 良 , 流 拓 很 大 , 玄 且 引起 严重 的 土壤 冲刷 。 一 次 大 雨 合 耕地 
BYR HEAP, EA RAE aE. 
Ev Tp Mill, OE AE ee Ee, 肥力 无 法 提高 。 亢 旱 
和 士 壤 冲刷 决定 性 地 限制 了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 因 此 ;党 地 农民 
跌 然 又 种 了 沟 克 之 外 的 至 部 可 以 又 种 的 土地 , 奢 掉 了 林地 把 
笋 地 述 到 倾 妊 达 四 十 度 以 上 的 江岸 上 ; 但 是 由 放 单 位 面积 产 

C3] FARRAH AMAR REKLAMA Zieh 

田 ; Jt PHAGE PER DRE RAIA CB AER RE) Faeroe RA 

量 赫 作 技术 和 水 二 保持 耕作 法 中 的 一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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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太 低 〈T 南 中 等 坡地 好 年 成 才 收 六 十 斤 色 食 )， 他 们 仍然 过 

着 后 饥饿 的 生活 ,每 人 每 年 平均 收 稳 的 粮食 只 有 三 百 斤 。 

: 因此 ,克服 元 旱 、 保 持 水 土 就 成 篇 当 地 农业 和 生产， 甚至 可 

况 是 一 印 生 产 事业 上 的 重要 课题 。 一 九 五 二 年 给 德 水 土 保 持 

站 和 元 德 专攻 农场 在 防 旱 、 抗 时 有 运动 中 入 结 了 对 杂 掏 人 包 种 瓜 

BYREER, Ble SA Ep RRS, BE As » PAE AE 

克服 充 旱 、 保 持 水 士 上 是 有 重大 作用 的 。 

(=) 掏 练 种 的 方法 及 其 价值 

(一 ) 现行 的 搓 杀 种 方法 
GK LARA EIU a 

梁 是 过 样 做 的 : 
交 备 掏 甸 种 的 地 ， 先 在 上 年 秋天 丈 翻 一 痰 。 早春 开头 后 ， 
ATM 
RES JOO PEM Ly eget 5 
一 尺 五 十 的 甸子 ， 将 甸 0 oll 
底 土壤 掏 骤 ， 把 大 部 分 OIG IO VE 
土壤 掏 出 堆 在 下 坡 繁 成 

me 形 上 由 让 ml 的 ”2 2 222 OCD 
MAI, SAR / 255 

”紧密 连接 成 三 角形 排 现 in th 
Cini), few—F> FR 
至 一 千 二 百 个 甸子 , 平 

均一 个 工 可 掏 六 百 至 八 

Bll, SRF AHA 

AEIE, FAAS —-  Hafeh ARPA S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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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L AIL » 7 --— Ie, - 

BW Ht. BRE 

ES Wa 4 SEE Gs —- BGR 
重要 ， 去 年 部 分 农民 没 
AS PR FEAKE ERIE 

昔 )， 以 后 即 可 播种 。 每 
RAMEE, FA of a ah 
邦 略 邦 一 下 , 履 上 十, 即 ee oe i 3 

2 SE EER APE Tai 
my, Hie +e 

AM—K, WHT 剖面 图 
再 铀 一 次; 同时 间苗 ,让 图 二 ， 掏 缺 种 景 后 的 形状 

略 行 培土 。 昔 高 五 寸 时 即行 定 昔 ,每 杀 留 一 、 二 株 。 以 后 十 后 即 
Ti SOY EAE RRA LSE, BUNT Tes AIR UR HTS 
AER LAV LIS VeRO, WAH AICHE IKE 
FSH AE—-L HE, SEE, RIAL BE ake He a MT a, Jai wz 
MPA FT OO Go —) Pee eR ， 
铀 地 次 数 较 普通 复种 的 多 二 三 次 外 ,以 后 其 他 操作 管理 则 完 
从 相同 。 

掏 包 种 在 掏 杀 和 钢 地 上 花 工 较 多 。 种 一 均 地 从 秋 赫 到 收 

浏 需要 六 个 人 工 、 定 个 冀 工 , 比 普通 复种 多 花 三 个 人 工 。 
掏 甸 种 的 特点 ,也 是 它 成 功 的 关键 ,主要 是 深耕 、 掏 乓 茧 

水 和 大 量 而 集中 的 施肥 。 陕 北 一 般 犁 地 翻 土 只 有 三 、 四 十 深 ; 
而 掏 甸 种 则 巡 一 尺 五 寸 。 赫 层 加 深 不 但 给 根 王 发 育 礁 民 了 和 良 
好 的 环境 , 薄 旦 也 二 加 了 土壤 的 鞭 水 力 。 其 次, 整个 坡 面 掏 成 

甸子 和 后 可 以 容 蓝 大 量 雨 水 。 如 每 个 甸子 长 二 尺 、 实 一 点 五 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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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玉 寸 ， 则 一 均 地 一 千 二 百 个 杀 子 的 盆 容 量 即 乱 大 大 点 大 公 
方 .当地 一 丈 最 大 降雨 量 据 西 举 钱 刘 载 是 一 三 二 公 厘 , 其 中 若 

“有 所 分 之 五 十 成 坊 逐 流 [ 考 --]， 则 一 喜 地 最 大 逐 流 量 篇 四 三 点 

FSH 5 Hike OR Se ATA RR, SEE IT 
WAT SEE ALE GP, Je ALOE ok 8 RRO 
成 作物 能 利用 的 雨水 。 保存 了 水 分 ， AERA ae BE 
同时 又 和 输 大 量 而 集中 施肥 准备 了 休 件 ， 使 肥料 能 高 度 发 反 它 
的 作用 。 在 普通 复种 时 二 施 一 倍 肥料 就 会 把 昔 稼 烧 死 ;但 掏 负 
种 和 后 如 水 土 保持 站 的 高 梁 中 培 施 了 五 倍 多 的 肥料 ， 也 没有 被 
烤 死 。 同 时 掏 甸 种 的 肥料 是 施 在 询 地 七 寸 至 一 尺 五 寸 深 的 土 
层 中 ;使 作物 根 奉 在 发 育 的 各 个 阶段 中 都 能 吸收 到 肥料 。 饶 然 
水 分 养分 供应 得 多 掏 乓 种 之 能 亿 产 也 就 不 是 偶然 的 了 。 

(—) 掏 针 各 优越 性 在 作物 生 状 情况 和 产量 上 的 玫 现 

直 藉 克服 了 充 旱 ,保持 了 水 土 PoE EEA 

夏季 因 水 分 不 足 而 产生 的 间断 地 生长 停滞 的 现象 ， 甚 至 路 在 
RSPAS “BK” Cae; HE, ERE VER, RORDHUIL, 
植株 高 大 而且 上 下 坡 生 长 一 致 Ali fA EAE EGE he 

其 显著 ; 第 三 , ee Sc RABIES 
Ke 

FRSA SEE THEIR, Pn Beek -L RR 
Fir Des BEE Hg gk Ba UE AAA Ba BE PE: 

[2k] 还 流 是 雨水 降落 地 面 后 ， 没 有 渗 不 土 中 而 在 地 面 流 走 的 那 部 分 水 
流 。 

CSE] 歇 响 是 全 内 所 讲 在 丰 夏 中 午 作物 因 闵 胜 旺 成 ,水 分 供应 不 足 而 造成 
fy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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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1 武 欢 地 篇 黄 二 性 幼 年 荆 ' 西 北向 ,一 般 坡 度 需 二 十 一 度 , 栽 培 品 种 篇 负 

散 子 高 滩 。 五 月 至 式 月 降雨 量 二 五 二 屋 六 公 厘 。 施 用 肥料 等 辟 地 人 需 厂 

肥 五 百 二 十 五 厅 人 凌 尿 三 百 五 十 厅 、 黑 豆 洼 二 十 五 斤 。 

S42. 试 欢 地 人 需 黄 土 性 幼年 土 ' 西 北向 ,一 般 坡 度 坊 二 十 至 二 十 五 度 , 最 天 三 

十 度 , 最 小 十 五 度 ， 栽 培 品种 人 需 范 数 子 高 梁 。 五 月 至 及 月 降雨 量 二 三 

O 〇 点 七 公 厘 所 用 肥料 禽 五 倍 底 肥 一 倍 人 盖 尿 的 混合 物 。 

替 3 Syke ew, LRRD, LARK 

FEUER HOT te REESE » PRA 9 BCE as RL FER 

Fo 

3a Lith f: (当地 农业 生产 主要 限制 是 水 分 不 足 和 

冲 剧 有 严重。 只 要 能 保持 水 土 , 则 就 耕地 中 原 有 肥 分 不 另 施肥 也 

可 过 一 般 产 量 。(2) 掏 包 种 如 施肥 培 加 一 倍 ， 产量 也 提高 一 倍 。 

(3) 在 其 他 休 件 较 好 的 情况 下 ， 如 专区 农场 试 喉 地 因 黄 土屋 较 

BRO, Sas je ee eRe 

SP aS Z 5 HARE AL EA EERO 5 CET MOE EE BO 

URE SEA AY BE HE , Ee 8 BE EGE a 

At — AAG TRE SE SH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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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K, PE BE TE HEE His Hag A A Hs AER Pt ME AF BY WE 

A RRR SPREE OSTA DE, AEE I, MR a RAE 

SARE aw HEE a RT» REFS ER — Or; Ta aT a a 

复种 的 跌 然 施肥 相同 it BE Ae AR ED SF eh SE Be 

民 ， imi E—T= AT, 产量 提高 到 二 百 四 十 八 帮 。 

子 洲 县 王 至 林 在 二 页 旱 川 地 上 掏 鲸 种 和 后 每 南 收 高 梁 六 百 六 十 

斤 。 在 其 他 作物 上 亦 然 。 如 米 脂 县 王 明 安 掏 包 种 毅 子 , 每 夏 施 

JCA, Besse ii a, 其 产量 篇 每 砍 一 百 四 十 九 斤 ) 超 

过 普通 产量 一 倍 有 余 。 张 国光 掏 负 种 洋芋 ,基肥 和 普通 一 样 ， 
只 多 施 了 十 斤 骨 粉 ,其 产量 起 每 区 四 百 七 十 斤 , 而 普通 仅 二 白 

四 十 斤 。 在 棉花 方面 掏 鲁 种 的 ,如 多 德 莓 家 细 许 宗 昌 一 协 地 收 

Wiha, ihe se Ss WORE A 

Fr 9 ABE S72 ES Ee Ou Ete. 

3a — AB FCAT EA fh AS RATE is FEE 

产量 有 效 而 且 成 效 显著 的 办 法 。 

(=) 掏 杀 种 在 技术 上 可 以 提高 的 地 方 
现在 所 行 的 掏 杀 种 法 ,我 们 训 息 在 技术 上 膛 能 加 以 提 高 。 

第 一 ,可 以 通 当 地 密植 。 现在 掏 鲸 种 高 梁 的 密度 ， 如 专区 

展 场 每 全 留 划一 `、 二 株 ， 一 喜 地 是 一 千 四 百 株 , Soi 

《一 千 七 百 株 至 二 千 四 百 株 ) 还 稀 。 因 此 ， 通 沉 地 增加 每 鲸 株 

数 ) 是 必要 的 。 从 一 九 五 二 年 栽植 情形 看 来 ,每 全 留 昔 二 、` 三 株 

《 留 昔 三 株 者 可 三 角形 栽植 ,保持 狗 一 尺 的 株距 7 使 每 页 株数 

增加 到 二 千 四 百 株 到 三 千 大 百 株 ， 去 年 专区 农场 有 一 个 甸 留 

苗 五 株 ， 生长 照样 很 好 。 密植 以 后 不 但 可 以 充分 利用 地 力 而 

且 能 境 加 地 面 履 鞭 ,减少 土壤 水 分 的 蒸发 ,抑制 杂 草 生长 。 

第 二 ,应 注意 保 霄 问题 ,特别 是 早春 掏 负 会 使 耕 层 土壤 水 

.1T3 。 



PBK, KEARSE MAES, KIL (Beis 
EGS WOTEAU DP AR RE LIE, ES TERK EE ES 
HIATHatk aNE, Sb AE ES. AAA 
AUGTIRAE SEI AG (BBA Batik, 则 早春 必 
$5 Re PgR BDST PEALE Se LJ $e UR EIKD) FEAR AE 
FLIP, BEE DI HY YD PRES EE RE AB BOK, 

5 WY 3S HUI EAE AF SE PERK LR 
持 站 和 专区 农场 的 试验 看 来 ， 在 现行 的 耕作 方法 之 下 ,适当 
的 基肥 用 量 是 询 肥 [ 土 ] 一 千斤 左右 。 不 过 在 实行 密植 、 秋 季 掏 
鲸 , 多 铀 之 后 ,或 在 地 下 水 流 集 中 的 坡地 ， 或 水 分 人 条件 较 好 的 
pk ok Fh, IRAE. UW See 
SHEE. 酌 量 增 施 速效 追肥 , WHEE ENE EE 
高 的 产量 。 

第 四 ,在 水 分 养分 条件 改 善 以 后 , 探 用 较 原 来 稍 晚熟 、 耐 
肥 而 图 量 高 的 品种 , 便 有 了 休 件 。 因 此 ， 改 良品 种 的 工作 也 可 
VAT ELM ABR LS 

在 实行 掏 甸 种 后 ,单位 面积 产量 一 经 提 高 * 便 可 实行 草 田 
翰 作 〈 下 面 迁 要 详 述 )。 草 田 轮 作 又 使 士 壤 园 粒 构造 得 到 根本 
的 改良 ,而 掏 甸 种 的 功效 也 会 更 显著 地 提高 。 

掏 甸 种 目前 多 富 还 只 应 用 在 高 梁 栽 培 上 ， 然 陕 北 主要 作 
By BES, 有 还 有 Pet 所 以 如 何 在 训 子 栽培 上 正确 应 用 掏 包 

种 的 耕作 方法 ,是 今后 应 蔷 研 究 的 问题 。 
(四 ) 掏 杀 种 在 山区 生 疼 和 河流 治本 工作 上 的 意 艇 

即便 现在 的 掏 甸 种 方法 在 技术 上 从 有 许多 可 以 改 淮 的 地 

C32] 和 党 地 所 用 认 肥 需 牲 冀 瘤 和 人 凌 尿 的 混合 物 。 因 要 便 共 了 马 还 ,一般 和 于 

AVS yi AR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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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但 过 也 稚 毫 无 捉 它 在 山区 生产 和 河流 治本 工作 上 的 重要 

性 .就 以 它 具 前 施肥 增加 一 们 ,产量 提 高 一 倍 的 事实 看 来 ,我 们 

可 以 过 样 改 想 : 陕 北 一 个 典型 有 苦 家 ,五 口 人 ,种 着 三 十 六 页 地 ， 

假如 他 把 原来 施 在 三 十 六 南 地 的 肥料 集中 施 到 十 八 栈 名 上 ， 

使 每 页 施 肥 量 增加 一 倍 , 站 实行 掏 杀 种， 如 此 ,过 一 宕 罕 所 费 

的 肥料 稻 量 和 劳力 粮 量 泪 疫 有 增加 ,其 作 岗 纺 产量 亦 不 减少 ， 

而 且 比 原 邓 的 收成 保险 得 多 ,甚至 还 会 超过 原 台 的 收成 。 吉 檬 

一 来 ;他 就 能 脆 出 其 余 十 八 吉 耕地 .其 中 坡度 太 陡 、 士 质 太 差 、 

地 境 赤 雾 碎 的 可 以 用 来 造林 ,一 部 分 可 以 作 果 园 , 大 部 分 可 忆 

种 牧草 发 展 音 牧 。 在 山区 生产 中 发 展 林 、 收 果树 业 所 遇 到 的 

最 困 交 的 缺 地 问题 也 就 迎刃而解 了 。 特 别 是 种 牧草 ,在 陕 北 更 

有 重大 的 意义 。 假 如 所 究 出 的 十 八 吉 耕地 中 有 十 五 均 用 来 种 

萌 蒋 ) 则 所 产 的 外 草 能 供给 二 头 耕 瘟 或 五 头羊 的 至 年 食用 。 如 

全 用 来 养 羊 , 则 可 使 陕 北 组 德 分 区 一 地 羊 焦 增加 七 十 七 万 头 ， 

相 管 评 现 有 羊 焦 的 三 倍 多 ;同时 又 葵 牧 革 坦 作 创 造 了 休 件 。 根 

” 据 轰 德 水 土 保 持 站 典型 铀 查 结 果 ， 彰 蒋 输 栽 又 能 使 作物 产量 

较 一 般 作 物 输 栽 提 高 一 倍 多 。 

掏 杀 种 对 河流 治本 工作 也 有 极 大 的 帮助 。 如 内 无 定 河 篇 

Gil: 目前 其 洪水 流量 和 低 水 流量 相差 迷 十 二 倍 ， 最 大 含 泥 量 

高 巡 百 分 之 六 十 点 五 ; 其 大 部 分 洪水 和 泥 沙 是 EL LUE 

i MAZE AEH LE, ante EAE HET T Hah A AE 

FLEE » MSA Tie dk AY AK EGE Se AY 42 1k FED A SECT 

te, HERERO HIVE. te RA ist BRA KATE, SEER RE 

河 的 洪水 流量 就 会 显著 降低 ， 河 水 也 会 澄清 许多 。 陕 北 族 河 

流 浴 水 位 降低 、 泥 沙 减 少 又 天 傈 到 黄河 的 党 本 工作 。 因 篇 黄 河 

在 陕 州 每 年 办 沙 量 十 二 估 六 千 震 七 十 蓝 公 顺 中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75 e 



六 (a1 来 自 包 标 萎 六 关 的 黑 、 和 红 、 敌 野 、 无 尾 、 无 定 \ 清 油 \ 延 河 

等 河流 。 可 见 掏 鲁 种 又 是 我 们 停 大 的 治 黄 工 作 中 重要 的 一 项 ， 

(=) Rpm Ries Ao 

ERS TARR : PARAL A Ty RAED » LAB 1% BO 
VET BE, ARATE. HP RU BRS EF BREE bE 
用 畜 力 就 是 进步 ， 而 没有 从 最 根本 的 问题 一 生产 的 发 展 上 
来 看 。 饶 然 掏 甸 种 能 够 提高 农业 生产 ,而 又 促进 从 盆 的 广 种 薄 
收 的 单纯 农业 的 瑶 营 方式 到 农 、 林 、 牧 至 面 发 展 的 芍 营 方式 的 
转移 ， 篇 什 WE ES VEE BNET, 以 人 力 掏 鲸 种 慎 沦 不 是 

We aie RS Beg fal ARB] SEY EE BB REE Pe 
一 种 可 行 而 有 效 的 办 法 ， 那 未 就 不 能 以 其 使 用 大 力 一 点 而 至 
盘 抹 末 它 在 目前 生产 中 的 优 值 与 作用 。 

”，” 掏 甸 种 的 推广 地 区 有 一 定 的 限度 。 实 行 掏 鲸 种 需要 一 定 
的 人 条件 :土屋 深厚 ,土壤 荤 水 力 强 , 坡 度 不 超过 三 十 度 , 年 雨量 
狗 在 三 百 至 大 百 公 厘 之 问 ;甘肃 东部 、 陕 北 和 山西 具 悍 过 些 人 条 
fi, WT ESHER HUE . PEER ZE, HARER RR E, 

HEAR , Patek RHE RE BY Hi ECE ZS BEA A 1 BEA 
J (SRE A: Eo Lb ARSE RES Ae 
要 因素 ,必须 克服 土壤 侵 便 ,才能 提高 产量 。 因 此 如何 正 确 领 
会 掏 杀 种 保持 水 土 提高 生产 的 原理 ， 和 从 而 创造 出 适合 其 他 二 
区 的 永 土 保持 耕作 方法 ， 过 是 在 不 同 土地 人 条 件 下 提高 童 位 面 
积 产 量 的 重要 工作 。 

一 * 九 五 三 年 

C32] ”所 用 数学 傈 甸 自 黄河 水 利 委员 会 尝 沙 研究 室 黄 河 泥 沙 的 数量 与 来 源 
的 分 析 " 一 让 ,由 “ 新 黄河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号 。 

es T0。 



和 鲁 中 南 地 区 一 妃 五 三 年 杭 早 
PE od BA 
pPeaA Rte ARAB LFS 

(一 ) ZASAWLS SRE 

DUS HE FS REUTER 2 eS BRR A EEE 

ZEA it fA Ah Aa ZT kb KKH AR=*) 

普 欢 乾 旱 OA SEB ATI ebb ae 

本 上 完成 了 种 奏 任 务 ， 但 雨 前 的 情 驶 是 私 端 履 重 的 。 例如 : 降 

Ur a et UREA NEO Ba» MTL A A, 

pita AA RES PE, (eee ZcH 

十 八 。 远 过 大 力 抗 时 抢种， BI hei eSsemAS ZETA. 

胁 县 专区 计划 种 姿 八 四 四 万 页, 十 前 入 证 俊 种 上 三 八 四 万 南 ， 

估计 划 面 积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点 五 ; 个 别 县 分 如 坚 县 只 种 上 百 分 

之 五 ) 膝 野 只 种 上 百 分 之 十 。 

吉 些 地 区 去 年 夏季 雨量 较 往 年 漫 多 ， 但 下 得 早 、 下 得 和 急 、 

结束 得 也 早 。 如 肥 县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 八 \ 九 三 个 月 共 下 十 二 二 

二 点 四 公 厘 ， 去 年 同一 时 期 下 十 五 二 四 公 厚 。 降 沂 县 去 年 七 、 
从 \ 轧 三 个 月 下 雨 四 九 〇 公 厘 过 到 年 平均 征 量 (七 OO 公 厘 ) 

的 自分 之 七 十 , 八 月 三 日 一 天 就 下 了 一 四 四 点 四 公 厘 ,但 八 月 

四 日 以 后 ， 除 个 别 地 区 下 过 一 、 二 次 小 雨 外 , RC 

7. 



月 。 其 他 专区 、 县 的 情况 大 致 相同 。 另 一 方面 , 八 \ 九 两 个 月 的 

共 发 量 却 较 往年 震 多 。 如 也 沂 县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二 年 平均 二 

万 五 点 一 公 厘 ,一 九 五 三 年 坊 三 九 三 点 九 公 厘 。 

由 饼 过 样 长 期 北 旱 , 秋 作 收 稚 伟 ,没有 及 时 赫 的 地 耕 不 动 ， 

耕 而 没有 及 时 邦 的 地 邦 不 动 ， 邦 而 没有 邦 好 的 士 乾 而 郊 认 下 

种 。 至 九 月 初 , 阵 沂 专 区 未 耕 邦 的 地 中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以 上 已 是 

PFE PS RE, An RiGee Be ET A He SF it Se Be ASE eR 

AT 5 Fes UT BRR SER Be ANA Be 5 2 GE TL A» EAE 7 EL EE 

HA — ee ARES » BRST AA? GE , SNH Tee BARES 

OBIILA POR A ik (PES mR AZ 

PLAY ARE HE EE BERS PAZ; 泗水 县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未 耕地 因 旱 

而 基本 停 犁 。 降 沂 专区 芒 县 四 隐 百 分 之 九 十 苦 户 伟 黎 ;十 七 区 

全 部 在 出 上 放 性 口 , 没有 耕地 的 。 胁 县 专区 有 县 五 个 区 入 计 : 

原 有 性 口 二 ̀ 五 九 七 头 ， 至 九 月 十 四 日 , 有 一 ` 三 四 七 惧 停 殊 。 

降 沂 专区 车 出 县 耕地 和 进度 较 快 ;到 九 月 十 五 上 日) 仍 有 百 分 之 十 

WED AAD HE, ESHA DAA B27 eT 

不 动 , 因 此 9 Fie Ba Hh AP J ABE TEAS 

(=) ssc HFM Se ER Mele 

DARE 5 PEE DSSS TEE » 1H MARK DBE 

3h ER DS SE ae ole Ee, ARR A A 

FET RAT AY WE He — TH — +A BR 

和 在 地 乾 仅 十 二 公分 ; 早 茬 收 稚 和 后 替 而 又 邦 好 的 ,五 公分 以 下 即 

有 博士 。 由 此 可 见 , 只 要 及 时 做 好 整地 保 丧 工作 ， 即 使 像 今 年 

过 标 连 炉 乾 旱 两 个 多 月 ， 庆 时 播种 也 还 没有 困 郊 。 例 如 : 茧 县 

RRC AH, vee EAE Eek a Pe 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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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保 墙 工作 , 双 部 麦田 就 做 到 了 适时 播种 .很 多 奏 田 所 以 种 不 
上 ,主要 是 由 於 早秋 收 稚 人 后 没有 及 时 耕地 、 赫 和 后 没有 及时 邦 地 

-或 邦 而 没有 邦 好 的 原故 。 
RT WARGE GA RAPP ENE? PRA 

BAA, Mee Lee PER A, oH ae 
APOANDTA RABE OSAP EPAMAOW HEA 

PEMI—RAARRHEL, =m, BoOTAKBI—(h AD wea Ht 

完 。 个 别 的 如 锡山 县 和 鱼 桥 附近 每 头 牲 蝇 甚 至 要 负担 -四 〇 识 

早 荐 地 % 音 力 较 强 的 地 区 y AEF RAE EAE “EK RAR TT” 

的 麻 冶 思想 。 如 芒 县 每 条 牲口 平均 俊和 鱼 担 二 十 一 喜 在 立秋 前 

〈《 愉 月 七 日 ) 就 开始 耕地 ， (AB AA +N Ai RT Az 

三 十 .其 欢 有 些 地 区 ,早秋 地 有 了 霄 作 晚 秋 CHRD BIB UR 

部 晚秋 种 麦 地 因 篇 收 毯 较 晚 而 不 能 早 耕 ， 在 去 年 秋季 乾 时 情 
RP, 就 严重 地 造成 了 耕地 困 驳 。 如 莒 南 县 早秋 地 共 太 〇 三 、 
OOOms, FRE PER IOAN, OOCOR, Ak ERE 

至 十 月 十 五 日 , 才 耕 了 百 分 之 大 十 左右 。 | 
ZA IR HANIA A Oe ST Rhee 

TI REM: 5 BEE ARS Hi eee AE ARE EA EE A» 

“Ui Bin LAE” , An ERA EP RRR EA 
ATA EU RAE RET BR RR 
Ja FORBADE, MEORAT PZ IU By BLK RE 
ER RPE (BAO AHR RE BS 
Haves GAGE BY a IU A. , WEY Se BA, g Te 
WP SSG 5 BE AIK  FEAESE TL AG KAR BOE FT, 
FER EAU , TSR ZE LE , HEME JE AR ee 
Ay ABE 4 4E A AAR AE IS ERE ER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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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DELRIWANM SED IE, ARTE: TDA Rt 
MANDY” SPOUT T HEA 

UAT PRELUDE AL PE» 
SES LAR HES AE A = RA SP AE HE 
WSS, UVR, Wk, ESE PN A; 南部 车 
UL FG DT ESE 5 BF rea BOAT BPR 5 ALP TASH 
ER, REMI, OPA ME 
AY, AS REE Ee 9 ack SLANE POSE EE 
7A 7 AE ee, SB I ae i 
MEA ZH, 薛 城 百 分 之 二 十 。 莉 沂 专 区 有 了 晒 集 
名 惯 的 郑 城 \ 车 山 、 降 沂 、 降 汰 等 地 ， 跌 然 耕地 和 进度 较 快 ， 在 八 
月 底 以 前 已 耕地 巡 到 百 分 之 七 十 至 九 十 ， 但 至 十 月 十 七 日 芍 
计 , 种 麦 面积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 中 部 沂源 、 蒙 除 等 地 ,原来 耕地 
淮 度 很 慢 , EAA OME AEN, 条 不 及 百 分 之 三 十 ， 
但 因 有 随 耕 随 邦 名 惯 ,加 以 播种 季节 较 早 ,抗旱 扒 种 工作 动手 
得 早 ， 在 当时 耕 邦 困 区 有 还 不 大 因此 种 奏 进 度 反 而 比 南部 快 ， 
至 十 月 十 七 日 统计 ;已 完成 种 雁 面 积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 北 部 地 区 
耕 得 早 、 种 得 早 ， 造 成 种 雁 困 疮 的 只 是 部 分 地 区 起 而 没有 邦 
好 .泰安 专区 侍 区 四 一 三 蕊 南 早 茬 麦 ,而 没有 夺 好 的 只 有 从 
PER ES RAE BEE), 因此 进度 更 快 。 如 历 城 章 艺 、 
束 平 等 县 ,到 十 前 已 完成 种 座 面 积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太 圣 九 十 九 。 

另外 ,由 均 鲁 中 南 一 带 郁 大 部 分 是 二 年 三 熟 的 耕作 制度 ， 
晚 茬 地 种 奏 的 不 多 ， 如 降 沂 县 四 区 至 区 共 三 六 、 九 一 三 直 秦 
HD 其 中 改 荐 麦 只 有 一 、O 〇 七 七 套 ， 而 且 改 茬 奏 大 都 有 水 涛 条 
件 , 如 泰安 专区 今年 种 改 茬 麦 二 五 六 亡 献 ,其 中 一 六 〇 世 南 休 
TR BEZENY » FER IL AS WADA LEZE » 也 有 水 浇 人 条件。 所 以 晚 茬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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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e FLSA DAME 但 比重 较 小 , 而 大 部 又 可 淡水 耕种 ,对 种 
麦 的 影响 不 大 。 早 秋 地 间作 豆 关 的 避 惯 ,路 然 普 副 ， 一 般 面积 
.都 比较 零星 ,问题 也 不 大 。 

答对 部 地 区 来 看 ， 去 年 抗旱 种 砍 中 存在 的 主要 问题 是 里 
PK ASTD RE AT RUT AE RICA 

《三 )， 打 碎 坷 垃 、 整 地 引 霄 是 抗旱 种 秦 的 有 效 闪 法 

乾 旱 发 生 和 后 ， 各 地 都 将 抗旱 种 雁 作 和 坑 和 党 前 首要 的 战 门 任 

务 , 和 从 焉 型 作 起 , FRR T RPE aE, PRA 

i AFR ES » Fh hE RET, » BUS YT ASAP Hee BES AY 

BRAS, AOERZ A EH, FARE RR BEM, SEALE OR 

人 刨 、 涂 水 耕 等 办 法 抢种 ; TNE AEBS » FATT PET DE eK 

等 办 法 整地 播种 ; 多 邦 而 没有 却 好 、 缺 清风 认 下 种 的 地 ， 则 用 

PERE ES EK EA kK Se IB, 

FBSA FE it St AS Hs eS FY Pe EK RIA Be 

FUR, PAE AS Pa ESE GP 9» BOR RI WOE RK EH A 

3 Ar Soy EH | IESSER SF Tie ERR HE 2 LL RES SR 

PeeiBtat » SEIT PTFE, PS VLA EE UENO 

PRIM R= = IL— BE » WEIS SOK ERS, UT SE 

Pear iW, ARSE AAS ce tat» FEAT IRL POUR, PUR 

— AOD, AAS STARE A I POH, Ae AB AA FA 

ASW BERAN Bi, Ur Es Fak Yk T., AHOOmM, 

浇 水 的 效果 中 好 , AH RSS LAV BT Ky FT AAR AKUAER 

PABA AZ » BRA AYG TA  H D RAC  E BMt 9 AS BE 

TEE IE A, LEA SE ee FE Ok BE OAR 

awh oH 15 aT EE i BBY A . a 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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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 即使 利用 一 切 水 源 ， 只 能 淡 地 种 歼 百 分 之 五 ; 鼓 区 水 
源 较 好 的 地 区 ,只 能 漠 地 种 奏 百 分 之 十 五 。 
打 碎 坷 垃 、 整 地 引 丧 是 去 年 抗旱 种 麦 中 出 现 的 一 个 好 办 

法 。 由 旗 去 年 夏季 雨量 薄 不 少 , 土壤 中 积 莹 的 水 分 兹 不 仙 乏 ， 
只 是 上 屠 坷 垃 大 而 硬 , 闪 以 整地 播种 。 如 果 把 坷 垃 打 碎 、 友 秋 、 
压 紧 , 社 上 毛 确 管 , 下 面 的 水 分 就 能 上 升 。 奉 秦 也 有 “七 月 从 
月 地 如 散 , 九 月 .十 月 水 上 来 ”的 襄 法 。 降 沂 县 四 区 大 崔 乡 赵 怀 
SEALE Ae FT EEA, BESTS, RACED A eth 
— Iii , EE SOE FL FET TCR ERS 
oii ee RFE HG EE ES KR ELAR HR PRE 

到 墙 土 。 原 来 认 需 不 能 播种 的 , SRE EDADABAE LL MLK 
Hb, AAT UR FTE JU, BSE BR RT 
Hy ZB @ ess TE, EE FET BRS 
EMTS, DAE Y Wee th ARES Dy, 2 DR Ie EGE LFA. 
AGT RVR UA + Ju A Be eR a 

— RLU ih, HSE SZ; 当时 利用 水 种 办 
Us, AMY — b= ih, eee SZ; 自从 并 
REWMAERUE, 至 雨 前 已 有 二 五 、 八 八大 大 可 以 播种 
ED HRM MMS LH. 

RUT SER De AAs ye ES ST SE 
A BG ZS tb APOE, AGE LE FR HOT PF AT RE 
Sify ts SEIT AY TEENIE RLF PEA SU IGE PS 5 “A 
HK GAAS” » We PEPGAR (BEST DY ST FS 
4G» HY FIR BE_L AG ROR AR 2 BBA, Bile: BVT PD 
圳 城乡 打 坷 垃 一 、 八 三 五 均 , 只 能 箱 一 七 三 五 均 ; 有 一 〇 OO 献 

没有 打 好 ， WRU LS, 仍 不 能 播 硬 。 当 地 符 妙 沟 验 ， 黄 十 
se。 82 。 



CHL) 白糖 十 (沙壤土 ) 打 好 比较 容易 ; EA CHE AR 

易 打 碎 , 更 需要 加 工 精 打 。 

(四 ) 作 好 防 旱 保 丧 工 作 是 今后 保 让 
渔 时 播种 的 基本 洽 径 

去 年 鲁 中 南 地 区 的 小 奏 抗 时 抢种 运动 ,对 战 胶 旱 党 、 保 辟 
滴 时 种 变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篱 今年 小 亦 增 产 打 下 了 有 利 基 础 。 但 
所 费 的 力量 出 是 巨大 的 。 如 阶 沂 专区 售 抽 普 专 区 胡 机 天 干部 
= RRA TRUS SEE A EEE RT RBH 
ERAS MERE RT BO OF FE 
FT Sn Hy eh RS A AA OC A Ao, ee SE SA: BE 

Nei tT AUB, nS WE, 
VY) 3a ARE eS ERO AE ORE ER AS 
{FRC SRSA EH aA WR HV RRS do “EES” 等 办 
1 (AE “MBEAN HE” , 产量 没有 把 握 , AAT iy LS RAS 
APOE BAH th te gFE ARS RE EE 
{OER EARS CVE, UTES AE, Se ERR FER, Bite 
FKMCREE ERR ILE SES ARS RO RA 
— = ih PIE HO OFF RAPT RARE BO J RIC 
Ve 5 AUG) T Ses EE AE, HL VT RDS ea JU JE 
二 户 的 调查 :凡是 过 样 做 的 ,在 今年 过 种 长 期 乾 旱情 况 下 适时 
播种 也 毫 天 困 元 ， 而 且 出 昔 比 用 打 坷 垃 整 地 等 办 法 抗旱 抢种 
的 要 好 。 

怎样 作 好 防 旱 保 墙 工作 ? 早秋 地 收 苇 后, 除非 地 太 温 , 必 
须 作 到 随 收 随 耕 。 如 因 劳 . 音 力 仙 乏 , 随 收 随 耕 礁 有 困 郊 ,可 先 
SAR. mkt PARE ERB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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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深 名 一寸) 隔 一 个 月 耕地 毫 无 困 允 ,适时 种 上 了 歼 ; (He 
徐 瑞 成 未 先 料 楼 , BUST GLE, ES PAE, Fee eae 
WERE ey BRATS AAA, PEL RAR He DSHS EE 

PEE YEH BEIE LAIR, » EE REEREAE , A 
A EF a RS CRUST ES, TSI), wR 
SAE an EK SEY TERR, EAE KS 
BT MCLE, SNK, WRAY, (eR 
MAS LAS TA, FH BT PKA AT EA BS 
Sh 9 VE EET , ULAR ACE Wb, RED PRE. 
ROLES A LAAT ER YEE 
Sees AT “SPRATT” HOD, REI LB 
if, 723 SH WEP ee, 这样 坷 垃 较 小 ， 
以 后 即使 遇 到 乾 旱 ,整地 也 比较 容易 .如 降 泊 县 四 区 王 世 戎 互 
助 组 二 十 二 点 三 赦 早 茬 地, 由於 耕 合 友 过 两 次 ,以 后 打 坷 垃 束 
地 每 喜 只 用 二 个 人 工 \、- 个 牛 工 , HER IRS, 
耕 芒 不 如 早 耕 好 ， 晚 直下 不 如 早 邦 好。 如 果 在 早春 收 芒 和合, 能 
作 到 随 耕 随 友 ,只 要 费 牛 个 人 工 , 牢 个 童工 ,就 可 耕 好 , 却 好 . 早 
秋 癌 作 地 及 晚秋 种 獒 地 ,固然 无 法 作 到 早 耕 ,但 应 等 取 在 夏季 
HEMET AVE HE, BERT 7K, PALES, LUCE 
能 及 时 耕 邦 播种 。 | 

入 之 ,根据 去 年 情况 , 小 麦 播 种 期 乾 旱 是 可 以 预防 的 也 
是 可 以 克服 的 。 我 国 小 麦 主要 产 区 ,雨量 都 集中 在 种 次 前 七 、 
AREA, 只 要 及 时 做 好 整地 保 增 工作 , BREA A DR 
时 播种 ， 今 后 必须 抓紧 允 过 一 工作 的 便 半 ， 小 秦 增 产 交 有 保 
FE. 



| 潮 北 省 抗旱 保苗 插秧 质 合理 
节 狗 用 水 的 经 验 

湖北 省 农林 廉 

SEWAGE SET, 经 各 报 党 、 政 癸 轩 深入 和 三 米 ,深入 
生产 通 程 ， BORAT RL, HA LPT BS, WET 
HE RHE 5 Tey REA PE RAR SAE ASE BY a, SST BE 
Stoo 

(一 ) HEGRE 

(—) ete 

位 喜 保 ”在 秧 满月 后 , 撒 些 草木 灰 或 清 装 , 促 使 身 根 不 向 
POSE SH WG SER, BANAL, RESALES, 
FUME ESAS y PRWEB TS 0) HUET HE, Ls AB 
FA TRUM A RA T AS » HU IG ARALE” , on BSE: “Li 
七 、 人 和 根 , 下 面 七 、. 八 斤 " ,不 容易 拔 秘 。 

加 ) 酒 水 鞭 苗 ”到 了 快要 插秧 的 了 时候 ,如 秋田 已 断水 ,立即 
把 身 拔 起 来 ,用 用 的 排 在 潮 漫 地方 (不 用 捆 ), 每 天 早晨 河上 清 ， 
水 。 洒 水 不 要 过 多 ;以 名 才 烟 .过 样 可 使 秧苗 保持 二 十 天 不 黄 、 
不 长 ,不死 ;在 后 月 至 二 十 天 以 内 落 雨 , 即 可 插秧。 
(3) 堰 底 寄 秧 “一 种 方法 是 将 秧 把 子 ( 小 捆 ) 寄 植 在 时 水 较 

注 的 堰 底 (水深 三 、 四 寸 )， 可 保持 十 多 天 再 插秧 。 缺 点 是 秋 划 
*85e 



热 住 ;经久 易 烟 。 另 一 种 方法 是 将 秧 把 子 散 开 , 闭 植 在 堰 稳 ( 秧 
根 着 泥 即 可 ); 落 雨 即 可 插秧 。 此 法 很 受 三 素 坎 迎 , 优 时 是 可 使 
身 昔 不 断 生 长 ， HE EER, 但 损 选 择 平 底 、 水源 来 路 不 猛 
POH UA Bae Beh (Bl 

(VERBS EB FOKRR RAR RAKES RK 

时 ,必须 赶 薄 草 ， 即 在 插秧 和 后 两 三 天 赶 薄 一 次 。 好 处 是 :把 泥 
FEE Al RR FCP OS AED SE ,不 臻 栖 伤 昔 根 ;清除 
订 草 ， 减 少 水 分 和 肥料 的 损失 。 如 时 基 许 可 "在 月 内 等 取 赶 薄 
三 次 。 万 一 在 插秧 后 秧 昔 猴 上 晒 ， 可 以 进行 “ 斑 乾 秘 ”, 即 在 田 土 

呈 灰 白色 时 ， 轻 铀 一 次 ,可 以 保 霄 %“ 下 十 后 秧苗 转 青 快 ,可 以 

PYRE 

(5) ARGR ES — RR ook eee ELE ER AT 
增加 抗旱 能 力 ; BPA ee EE 
带 水 小 到 田庄 ,可 抗旱 六、 七 天 ,下 十 后 秧 苦 生 长 很 快 。 

1 (=) 抗旱 插秧 
( 提 插 跑马 釉 ”把 水 放 到 田庄 ， 立即 用 两 休 和 牛 ， ik, 一 

PS, 和 后 面 跟着 就 插秧 , 做 到 随 放水 、 随 整地 、 随 插秧 ,然后 再 
把 余 水 放 到 下 二 田 训 同样 进行 .只 要 在 秧 插 下 人 后 的 三 .四 天 内 
稍 有 水 分 , 秧 昔 即 可 成 活 。 此 法 可 以 节 兔 用水, SET ESE 
产量 。 一 九 五 二 年 麻城 县 彭 思 江 互助 组 运用 此 法 * 有 十 喜 二 钦 

得 了 千斤 尝 产 。 但 过 本 方 法 要 求 田 士 保水 力 较 强 ) 不 适用 认 士 . 

pris st 
(3) 插 走 水 身 ” 插 下 的 秧 定 根 后 , 稳 旱 不 怕 , 故 可 将 先 插 秋 

田 多 余 的 水 适当 地 放 一 部 分 到 别 的 田庄 ,以 便 扩 大 插秧 面积 。 
(3) 插 “ 打 嘴 巴 ? 魏 ” 田 水 很 少时 ，, 筷 插 下 和 后 ,用 手 将 泥 秦 放 

秋 昔 四 周 , 驶 秧 焉 倒 ; TRE AK FORK, FTE BOV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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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合 水 分 个 均匀 。 秧 插 下 和 合 胸 十 天 可 定 根 , 一 过 内 稍 早 不 怕 。 
待 成 活 后 即 分 遭 乾 旱 , 遇 雨 仍 能 转 青 ,不致 减产。 

余 插 旱 身 “ 在 十 分 缺 水 的 情况 下 ,只 要 田 是 混 的 ,可 用 邓 
黎 成 一 休 休 的 沟 ; 或 控 成 小 实 把 抽 播 下去， 渡 水 使 之 成 活 。 如 
话 目 县 农民 在 整 好 的 田 训 ， 开 上 成 一 行 行 的 沟 ， 波 庄 淮 水 ;把 身 
昔 二 昔 葛 的 排 在 汉 庄 (株距 控 当 地 铝 惯 ), 再 鞭 土 ,一 般 生长 都 
很 好 。 另 一 种 插 旱 秧 的 办 法 ,是 先 把 田 整 好 , 控 守 点播 裔 种 ,每 
灾 七 \ 芭 和 粒 种 子 , 但 田 士 必 须 湿润, 播 下 后 五 天 左右 即 可 生 芽 。 
如 果 不 落 雨 ， RIT — PEIN; 落 雨 后 , 田 中 灌水 与 普通 水 稻 
一 样 殉 草 。 运 用 此 法 由 比 水 插 产 量 稍 低 ,但 比 改 种 玉米 等 旱 作 
eh 

癸 栽 老 秧 “ 秧 老 了 非 插 不 可 时 ,可 将 秧苗 栽 深 些 ,使 第 一 
节 圩 大 泥 内 , 易 庆 生根 ,但 老 身 发 昔 差 , 须 栽 密 。 
(RR ATC MF, 有 水 收藏 ， 无 水 收 京 。 

还 有 的 将 不 能 插秧 的 田 种 菜豆 ,， ANP UE os 下 雨 后 ,将 
He TDM ERIE FABER, 
(“Was Be TEBE inh, ARSE, 

HOTT IRIE FLA ls BI SSE KAR 5 FACE 
Hpk AEB AY : 

(SEBS 田 水 不 足 时 ,把 泥 搞 成 泥浆 ， 然 后 插秧 。 揪 和 后 不 
等 泥 兹 乾 就 用 脚 萝 一 道 , 将 插秧 时 谷 头 印 弄 平 , 泪 在 上 面 搬 些 
油 荣 壳 或 诡 有 碎 草 的 土 皮 ， 保 住 温润 ,使 身 成 活 , 即 可 耐 旱 。 
OBR ”机 载 各 急 法 插 下 时 ,应 立即 筹划 下 晚秋 。 晚 筷 
有 秧 蔡 种 和 “ 黄 毛 粘 >, 可 推 膛 到 大 月 底 七 月 初 插 下 ;好 的 每 坝 
可 收 三 石 多 裔 。 一 九 五 二 年 淆 水 县 农场 下 秧 蔡 晚 秧 ;没有 因 天 
F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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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 播 青苗 IPERS ERE 
DIK, BRR. MIMI TS, BOR Ase A 
Hie, BRERA ER TE EARLE, BRR 
WT = ih, AE BE PR BR 
A: Ee — PE ALE SEK EE RAR 
好 ,只 要 适当 增 施 肥料 ARBRE . EG » AE A Seok 
HEE J APO, FEE a iy , 正 恰 得 其 时 。 
(10) 插 “ 抒 秧 ” “ 授 秧 2 就 是 移 苗 的 意思 。 它 包括 雨 个 方面 : 

一 是 由 秧田 移 到 暂 植 田庄, 称 乱 “ 挨 秧 >; bona 
PEL BARRO SG Re”, FHA 
TIEBRAKAMRERET, WSN; 有 的 是 因 篇 乾 
旱 , 没 有 水 整 田 , 也 不 能 插秧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农民 创造 了 “ 援 
Pe BE FUE OPE “ER? 
AEE, TG IRA TY bE ES SEVEN FEE 
十 五 或 三 十 天 插秧 。 
PERE, PROMILA AR, eA I EAT 

EAT “REL” , BORER: CHD IKEE ERE SOR 
Sy (ELE EAR IA) EPR, SRA AR BE” CR 
He FRED LE Bi ATE — At REL, 

Pe AEE SS, WORT ARE PIR ARG ELS, TEE 
4 WEIR, RL PB ee aS 
AB IVY, ARPS ET VET BORE Fg A GEE, BEA BB 
秧 时 也 容易 扯 起 来 。( 乙 ) 旱 挨 : 多 定 是 在 园地 或 某 地 上 《( 顶 好 
是 沙 地 ， ABE. HMR, FEL LP 
的 洲 灌 少许 腐熟 的 稀 竹 人 闭 尿 (也 有 不 施肥 料 的 ) 然后 将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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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泥 洗 池 ) POA NETS EOD), 再 掩 土 
汉 永 ,把 根 按 紧 ,下 在 涂 面 撒 少 许 草 木 灰 或 变 壳 ,以 保温 酒 .用 
+, WSR CREO, ABT, 
RAILS IESE, 到 了 要 授 秋 的 前 两 三 个 猎头 ， 用 水 将 
土 浸 透 ) 再 动手 扯 , 即 可 避 如 断根 。 旱 找 田 伐 水 的 时 候 多 ,比较 
廊 头 ,一 般 晚 坑 用 旱 搂 的 较 多 , 郑 抽 所 襄 也 可 探 用 。 

进行 拔 秧 时 要 注意 做 好 :( 甲 ) 援 秧田 要 比较 好 的 田 。 底 子 
好 ;水 利好 ， TEAR EAT, (ZEEE PRR AE RL SS 
#5 HE AO EHR BL” fay_L HE 5 HERA PRR” y SoTL 
WG ASHE » FY FARE BULA Sik Pe FES EDR SS, CP SEL 
BH GABE EEE RE, (TET ia, 以便 
接 露 。 要 插 正 、 插 深 , 使 不 倒伏 ; 特别 是 晚 珊 , 授 秧 时 天 氟 正 炎 
娄 , 困 水 很 法 ,如 果 倒 伏 ,容易 被 水 泡 死 。( 戊 ) 搂 秧 的 田 把 秋 扯 
下 来 后 要 黎 邦 一 次 加 肥 ，, 才 能 重新 插秧 。( 己 ) 头 损 授 秧 斑 脚 和 
一 般 同 ; 酰 融 因 天 热 , 蒂 脚 时 撩 注意 不 要 伤 根 , 以 驶 妨 三 成 长 。 

授 悉 的 好 处 是 :能 保住 秧苗 ,不 致使 秧 昔 在 秧田 襄 长 老 或 
ET hi; PERRY AA HTK, Wah B= 
CCE RE FRED) , SERS, ARE EL BY TEM, 缺点 

JE BGP RUC, A AS ERR BESS 5 需要 较 
多 的 肥料 。 

(二 ) 于 赤水 源 熏 蓝 水 保水 

(—) FARK 

()gRH Hue —La Ces, S4=+ Ue 

FESG IN TAFE T AA ORE. FEAL FAS, KE 

SETAE 5 Fe Hes le BO HGS WIPERS» APE IRIE. oc B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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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PUR AL TH BT LS EI, BE RR 
AUB Ree TF A ok ES ER 
RPE T AGA OE R= CA BR PKL 
(2)BR S25 SSPHHR AEM YH WATER AE LO 

Sc HG G lake BOK HE RRS 9 ee DLE ES 
FILE A TBE RE, in RE BAB BK MRL 
FAB FEKH (ES) SE A Te, BA RAR B= 

十 多 个 ， 抢救 了 十 作 万 项 水 田 , RET SRE Epo ; 
WS FONE BE BEA ELSE HE, SEM, 使 沿 河 两 岸 的 
MAAR RE SPSS SR Oe oe 
B— Thm eRE R., 

(3) 组 织 力量 车 湖水 、 河 水 C 甲 于 大 水 : 在 沿 河 、 沿 湖 地 
Bo BRS TSMR” oe RR’ AAA tz 
WEEE GME HD REPL SS OE WE OE EY. 
12 GAA AL, GOCE, BURN ED 
上 ;多 的 二 、 三 十 转 不 等 。( 乙 ) 车 小 水 :小 型 互助 ;多 以 共 堰 、 共 
水 路 的 农民 自 顾 结 合 起 来 , 换 工 车 水 救 田 。 一 般 是 二 .三 转 至 
Ee NPR ERE , oo EAR 
助 车 水 ， in oteeenecimnntn TERE; KR 
区 原来 因 乾 早 影响 , 估计 只 有 大 成 收 , SORA IAW, 
Sale ns ease tae bias 

(二 ) 和 著 水 保水 

(1 灌 塘 防 旱 、 开 堪 著 水 “在 滨 湖 区 结合 排 渍 车 水 灌 塘 ( 或 
灌 田 )。 在 丘陵 地 区 ,雨中 摘 水 , 策 寺 或 开 叶 水 路 引水 双 塘 的 很 
SS PEM RAY TEAK, MARKS. ARIA 
区 动员 了 二 PEK ET ST AS E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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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十 多 转 水 车 ,车 水 灌 塘 一 百 一 十 二 口 , 保 俯 了 三 千 雪 六 十 六 
页 田 都 按时 插 上 了 身 。 

(2) 加 高 田 缺 (放水 缺口 ) 与 查 漏 防 漏 丘陵 地 区 水 源 困 
HE, pe bees SIE Poke, DST Sie, ARE 

BY » SKF A RAY ESE a Ty SHEA PSE, FE 

Je hoe: CA) 0 A : AAS Pe HE BE Pa 

BE CBW UE ey WIVES a BRK LE 
周转 的 漏 服 ; aks VCH LD ieee, BEA AE, 

WE Va IK , CZ.) Peas A SEV es ES hs a VES ST AR 

立即 用 石灰 等 堵塞 ; ATHOLL, UIE BE; AH 
石灰 作 筷 肥 , 将 鳝 鱼 等 般 死 。 有 些 漏 眼 不 易 看 出 , 可 从 下 二 田 
庄 查 看 :如 发 现下 二 的 某 在 有 混 水 诱 出 ,或 下 近 田 某 碟 有 青苔 

或 秘 昔 长 得 不 好 ， 或 下 折 田 僵 本 田 相连 一 岸 某 处 常 有 和 色 昔 会 

集 ， 都 可 侠 明 本 图 有 水 沙 出 ， 可 根据 其 方向 和 路 径 进 行 填塞 。. 

OCH BTA MM, hs BRAK 
UNS TAHESA TH SE , Ba LTH. 

(=) ”合理 节 狗 用 水 

(VERE HE “过 去 由 於 互相 抢 水 , 一 车 就 是 一 满 田 , 了 
HAAR AEG. REP UE, RENEE BRAD 
碍 与 后 期 防止 倒伏 都 很 有 利 。 
(VK TKR BAAR, 

地 都 在 保护 私有 , 自 顺 互利 的 基础 上 ,通过 民主 协商 ,把 多 父 的 
水 ,多 到 向 水 的 田 于 。 故 借 水 后 ,如 果 落 雨 ,就 不 示 水 ,不 落 雨 
借 水 户 则 出 工 帮 助 被 借 的 田 主 车 水 。 鄂 城 县 两 个 区 五 个 郊 的 
入 计 , 今 年 匀 水 借 水 插 了 三 百 多 坝 田 的 秧 。 另 一 种 形式 是 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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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秧 。 在 抗旱 期 中 有 的 农户 秧苗 已 快 老 了 ， UAB RE 
SEDAN BBE 5 557A EE A As AIK on ty RAR RBA, 

BLS POR, KR EIR, ME: “Okay 
EE AK BU) » ABST A” 

(3) 重 点 用 水 或 集中 用 水 “在 抢救 黄 珊 时 期 ?如 田 多 水 少 ， 
即 不 宜 平 均 分 车 ， 应 在 保护 水 权 、 共 同 受 丛 ̀ \ 有 利生 产 的 原则 
下 , 轻 过 协商 , 先 救 壤 田 ,后 救 境 田 ; BRE RC LE, GERM TA 
裔 ;或 先头 水 ,后 昆 水 。 如 水 不 够 ， 仅 先 不 仅 和 后 ,秋收 时 按 受 丛 
水 量 合理 分 成 。 有 的 地 区 则 探 取 各 受 丛 田 户 都 插 一 点 秧 ? 也 都 
改 种 一 点 旱 作 , 秋 收 时 各 收 各 的 ， HERR, ARO 
TKD ARG A FBR WAS SEE RESET PS A HH OH 
F- Fe —iie FH , ANFGHA POA TS WER SESE ee RIL 
#5 MEA» WI SIE RHE PUREE, 

 « ORKRRMRPER AMM, EER 
FEB KAS , ETH IR SE TEESE, LABEL DBE, 
PEI ALL HT PRL BELL TART HE 
浙 时 如 天 一 田 水 , 似 嫌 浪费 , PRES T GG Fk , BREE 
作 荐 ,把 无 秧 处 的 水 集中 到 秧 床 , 一 般 能 多 抗旱 五 天 左右 。 

(5) 自 上 而 下 放水 , 自 下 而 上 薄 草 PER GUE) 
中 ， 先 排 去 最 低 一 二 田 的 水 , METRE, 天 完 后 将 接 淹 上 坛 田 
的 水 放下 来 , Bei RHE te AO, MIKA Pi Lee, 
A Lit PHok, #0 FRe—ik CAE Bho he ee 
HUE TK ARE 如 此 在 一 排外 中 9 只 须 放 去 一 二 水 ， HI Wy Hee 

2S FE AE , HBA MEAN SEE HE ALK RE PR 
EI. | 

(6) 有 代价 的 运用 鱼 塘 的 水 “ 养 刍 的 塘 堰 或 池子 ， 常 常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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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很 多 水 。 如 武昌 岐 新 壤 乡 有 一 口 大 塘 放 了 五 万 九 千 元 的 刍 
昔 , AFAR ABT ACRORE, CARSEAT ATER, EAR PRS BOREL IE 
fi BR Vee SE A Me PE» BK TT = 
田 的 裔 。 

(7) 送 党 应 用 门口 塘 水 “去 年 在 抗旱 救 黄 亢 的 紧张 时 期 ， 
武昌 县 有 些 村 闵 吕 的 塘 都 有 大 守 塘 水 ， 竹 滩 煞 惯用 门口 塘 的 
TRAGER RAE AS ATE , AERC R Br, ARAL 
Die PRA SR eH) EEE, HET HIER, SH 
TR, | 

(8) RKP ARIK, AAA KOK 
(ERS 5 FY Aaa > EI Fl WR BE TE, nse eR a BE 
PRAYER TEASER, k—-LE REFER A ey EAE 
SHALES BEM He FE SE HT LA EEL, 



广西 省 一 九 五 三 年 防 旱 
ey FBI BE i 

RE RBRRE 

—RAR=4-4 AA, RSE 

TAF 5 SCR AT He Be IE SC ALAS ERAN] AE BAT SFC 

7a Tn SEN A BRS 3 i PP 

BBA » a RBZ TEE EL » Ft RI AS BBR A SR 

Tee A EE PSE 9 FSB BS PA IACI 5 EA PE Be 9 REE BAT 

SS ABSIFI » AAS EBERT AH > UGE T Ate se 

W-ARLERERSZLA SWRREGS PETS | 

gil SARS BYE EES 

(—) KR 

PEO BABE Se 5 ATES a PRUE AT KR EE 
多 山 均 中 ,还 没有 被 人 利用 。 SEI EES], 解决 了 
2S AAG Au PAN NSE TE SEAT SOS 
EASES T BIS A EE IE BR 
BRAS, AKER — TAR RWAE, BAG Tb 
十 入 献 受 时 的 田 禾 ,到 来 年 漫 可 以 淮 浙 三 百 多 南 的 田 十 。 锁 都 
WEIR OB I AR a AME eT RE AE 
AOR EAA SAAR ET — (ER OKI, B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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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即 可 供 四 天 加 南田 抗日 四 十 五 天 ， 膛 有 坟 百 多 南 舍 地 明年 
可 种 永国 。 

找 永 源 要 团结 好 老农 。 老 农 积 轨 有 向 自然 炎 害 作 问 等 的 
划 富 沟 又 , 光 当 地 地 理 情况 熟悉 ,特别 是 已 记 秦 的 古泉 .古井 ， 
更 非 老农 不 知 。 团结 老农 找 水 源 , 首先 要 虚心 向 老农 瑚 数控 
PUNY BAR SE ST, 引导 到 如 何 抗旱 ; 然后 通过 老 
农 座谈 会 形式 ,把 他 们 硼 积 起 来 。 攀 林 财 放学 郑 工 作 组 探 用 过 
ieee AEM, SK ARR, EA 
Me SWS ASIEN. 

SSM BK VR RER do FE: 
人) 永源 在 夏季 温度 低 , 久 晒 不 热 , 水 量 一 定 大 , WE 
深 ; 日 久 演 塞 的 水 塘 , 控 深 亦 可 出 水 。 

(=)IBVEN CIA) eK IES AILSA BY 1 SE 
窗 之 看 ,会 有 水 源 。 

(三 ) 山 脚 地 面 有 潮湿 气 ,清晨 、 黄 旨 或 多 季 有 水 所 上升 如 
才 , 闭 石光 长 青 苦 及 下 雨 合 经 常 有 水 流出 处 ,都 会 有 水 源 。 

COO) AERIS, BGM, 早晨 华 上 有 许多 水 珠 ; 或 
有 痊 氟 ;或 爱 生 昔 曹 之 处 ,会 有 水 源 。 
EWR MERKLE, OAK. 

(=) SBR, Rae EE, 
ED ABRAKNBA 

BFA CLEAR YVR AE, rh AEE EE, DA ESM THE 
BL MERESBA: , LIL Wok, 若 任 其 自流 漫灌 ， HRA HK tik 
水 ,用 水 不 均 和 浪费 水 量 等 现象 , 引起 至 泰 的 用 水 利 粉 。 天 合 
旱 , 水 意 缺 , 则 擒 灌 浪费 念 服 重 。 如 博 白 县 五 区 三 潍 坡 水 利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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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灌 -一 艺 喜 田 , 因 使 用 不 合理 ,只 灌 二 千 坎 。 扶 绥 派 天 水 康 , 由 
评 过 去 管理 不 过 密 ， 下 游 一 千 三 百 多 吉田 受 旱 ， 和 后 经 调节 水 
ie HERI, R= +12 WEE) BH LAI 3 
SRLIKARE o TKE AR KEE FE EF 
KEMPE ASHER MERAH 
2H EE RA—Tem, ERE KA, 在 七 月 旱 伙 
Fee RS RE: “BRK, ABIWIZAVERIT; FEE BA AT 

PF y 后 灌 开 裂 的 田 , FE AEPE MAAR ALT AN IM A Ay ES 
YE” hy SA FAR We Re 7 Pik» eae Fe A 
Ay BOE, SLEW EL BRS YORAG RELIVE, EPP ES 
ABH , PAS NY] , ETRE SL PR FE | RE SEE 
hy GEER SEHK RUE OE CEE AT ih 
PS By 7K AE BP | 

AERA VE BLK FET “CE BO” , BS lok 
Bik til EE 5 AYA GVA Ig WL BE RK LHS BTR FS KOS 
fe, SAFC SME EET “ALBA WE: 5 BI TS 
BMAD, MUR Bt=+A RASCALS 
WL ZEEE TRAE, ATK, 每 户 每 天 最 少 
需要 -一 人 在 田 圳 和 守 包 要 水 ;后 痉 把 至 市 分 乱 两 组 ;每 组 每 天 有 
一 人 看 水 , 阔 把 次 序 排 列 好 , 做 成 两 个 木 牌子 , 写 上 各 碍 组 员 
NYE BAAS, 每 天 轮流 交接 看 水 。 鱼 责 当 天 条 水 的 人 ,上 午 
分 水 灌 田 ， 中午 检 查 灌水 情况 ; 下 午 分 水 灌 田 ,晚上 交 下 班 接 
管 ; 依 次 过 而 复 始 。 看 水 员 要 水 时 , 即 告诉 斗 长 并 斗 国 , 田 水 够 
FT RRS MK, GAZE, 拉 昌 地 每 天 节省 二 十 七 
AB OC HG RAE EE 

WF RES eS —- e) L AcRe (一 ) 
ee 9b。 



FE Fe Jak SS GF ， 召 开会 议 ， HET AAS BRDIOK AIK y FEA SES 

KA—BAH Jr » Ba 5e Se PK A AA HH 5 (— FA REREE en 

近 按 农事 活动 需要 银 大 ;四 ) 对 管理 人 有 意见 ， 开 会 提出 ,不 

HEM ial. WFR Fy] LAMBS 

(=) BRAKAA DRA, BERS, 
保 发 防 旱 抗旱 效仿 的 玉 好 办 法 

SMS Linea RSM, AL 

FEMA EAB AR, ARERR atest 

4 AWA (ASHE BAER BSB SEA AE — T 

吉 ， 共 可 储 革 水 量 一 百 二 十 刻 立 方 公 斥 ， 今 年 夏 旱 以 前 , 灌 柄 

所 有 的 水 塘 都 引用 渠 水 灌 满 了 水 。 因 此 ,灌区 水 量 比 较 充 省， 

DN Yee ie Bh EAT Be PR, GSE — AA > HE 

WE FARNESE » BP TY BRKT 5 IE AR eB 4T SB 

WK GT ak, PRae TY HE ie SRS, WR RE 

FED AUT OB Ns. AE, A RMWME, ATR 

A AT es SIF ES A” BSH St» IVER ABE A 

(2) 4ESRAnSRKLR, Aiwa RR, 

是 坚持 长 期 抗旱 的 关键 

从 今年 的 抗旱 经 验 发 明 : BRR, FAA 

水 , 趣 的 作用 最 大 。 如 降 桂 又 四 塘 乡 受 旱 三 十 天 和 后 ， 原 灌 滩 水 

HEWES » EAH FIG TE PEREZ AK AY Bey FR REV A FR EK » SE FA Yn 7K 

er SE FARE Fr 7k HO DE Hb, RT TWO LAS SH 

浦 县 十 区 高 仁 乡 组 菱 了 一 百 二 十 五 架 水 车 , 日夜 车 水 ,五 天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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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教 了 四 百 一 十 二 页 。 用 河水 兰 先 须 解 决 抗旱 提 水 工具 问题 ， 
由 长 准 人 备 不 够 ,一 般 是 工具 缺少 。 如 去 川 县 狮子 牌 村 的 村 泪 就 
是 大河, 五 十 九 户 只 有 三 架 水 车 ;四 塘 乡 粒 江 村 一 百 一 十 七 扬 
只 有 水 车 二 架 。 今 年 的 解决 办 法 : 除 从 修补 共 有 或 发 动 理 峻 向 
无 矢 或 轻 伙 区 村 朋 借 用 外 ,主要 是 芙 微 互 利 原 则 ， eH, 
WMATA: 必须 照 厌 小 农 克 济 特点 ， 和 从 原 有 芋 秦 
基础 、 迪 情 水 平 剑 组 积 起 来 基础 出 发 ,尤其 多 化 有 互助 形式 的 
运用 ,才能 普 沁 组 织 起 来 .但 钥 纵 抗旱 首先 受到 自然 条 件 的 限 
制 , 只 有 在 一 定 的 \ 同 一 的 水 源 基 础 上 ,才能 巡 到 互利 自 顾 。 粗 
突起 束 的 形式 有 如 下 亲征 : FARR 

(一 ) 以 原 有 互动 棚 的 成 员 篇 核心 ， 吸 收 串 连 同一 水 源 的 
香干 户 窗 加 。 

(二 ) 肪 抗旱 工具 共同 使 用 ， 在 同一 地 区 的 田 圳 自 顾 结 合 
硼 线 起 来 。 

(三 ) 按 同一 水 源 的 受 答 户 硼 织 起 来 .其 中 又 有 两 村 形式 : 
一 种 是 按 田 片 固定 互助 户 。 过 适合 认 估 有 田 邮 很 集中 的 村 。 如 
MARA, We, BM eB ORR 
AEE, SHWETA, eaRRRI 
便 。 

硼 积 形式 不 是 长 久 不 党 的 ， 是 随 着 工作 的 发 展 和 旱情 的 
发 展 而 网 化 .如 引用 大 河水 要 开 沟 就 要 大 型 互助 ; 河水 引 隶 以 
后 ,又 由 认 受 答 情 况 不 同 ,大 型 互助 也 将 随 之 转 需 大 量 的 小 型 
互助 ,过 榜 才 能 通 应 实际 情况 的 要 求 。 

在 互利 方面 : 主要 是 根据 娠 秦 原 有 互利 蜀 惯 , 加 织 俩 痢 
要 求 大 致 公平 ,不 必 珠 调 等 价 。 在 具体 进行 方面 , 一 般 有 以 下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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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同 一 级 水 ,以 时 间 计 水。 水 到 田 起 骸 算 ,， 灌 到 以 的 四 

。 诗 认 的 水 ; 水 路 消耗 及 装 车 人 工 费 用 ， 大 家 负担 按 需 水 于 
来 计算 鱼 担 。 如 贵 县 十 三 区 云 吉 乡 组 织 受 旱 户 十 三 户 十 七 人 

用 四 架 水 祝 灌 i, eB ee CRITE, Oat fi 四 百 七 十 小 时， 

抢救 旱田 一 七 点 一 二 喜 , 共 计 工 次 损 七 百 雾 五 厂 , 加 上 修理 水 

HR, AELARO TC, 共 支 出 稻 般 七 百 三 十 二 斤 。 如 

按 干 世人 平均 ， 则 每 人 负担 四 十 三 斤 。 惟 因 出 工 数 各 有 不 同 ， 

其 中 诈 补 出 裔 的 九 人 ， 收 入 裔 的 八 人 。 补 得 珊 最 多 的 是 黎 蛙 

Ue RTH; 出 裔 最 多 的 是 黎 卓 才 ， 补 出 吉 七 十 三 斤 十 

两 。 可 是 黎 车 才 谣 :“ 如 不 是 集体 车 水 ,我 的 晚 造 是 播 不 下 ,出 

裔 多 也 值得 ”。 

二) 按 田 这 近 及 乾 早 程度 民主 评定 负担 后 ， 全 组 平均 包 
乾 完 成 所 得 工 准 至 组 均 分 。 

(三 ) FA ies AK Soe REBS. 如 一 转 水 一 个 工 ， Wik 

两 个 工 , 三 转 水 三 个 工 。 

《四 ) 其 他 是 背 工 互助 ， 一 工 换 一 工 ， 或 者 人 工 换 工 具 ， 或 

塔 瘟 力 换 人 工 。 

( 玉 ) 恩 劳动力 的 予以 通 当 的 照 大 ,一般 轻敌 妇 讨论 , 工 价 

A/G, AR BRIER IL, Anta ae, A EPG 

Ty 

CN) 5S St FS CEE » OUCFE SS at FEI y Ha 52a: A 

按 灌溉 面积 提成 ,或 规定 斤 数 输 出 工 的 非 受 丛 上 户 。 

(A) 抗旱 保苗 栽种 

《一 ) 保 秧苗 : 
1. 多 次 少量 淋 水 保苗 ， 或 调 次 淋 水 ， 或 秧田 施 草木灰,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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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和 硝 泥 再 淋 水 ,可 以 填 强 秧 昔 抗 旱 能 力 ， 防 止 老 秧 出 节 。 商 县 

Si GAZE EPR AYA, 

Was, ABE, +I SS Rae 

TCE SER FA BO, Bb, BRERA BA 

泥 圳 着 身 根 ,可 以 延长 十 至 十 五 天 插秧 不 起 节 。 

(二 ) 抢 插 抢 种 : 

昔 水 播 田 法 : 趴 县 十 二 区 振 南 乡 农 民 深 硅 和 ,他 将 附近 殉 

乾 田 的 水 都 集中 一 埃 田 , 插 完 后 ,又 放水 过 另 一 顽 ; 等 取 将 秧 
ii PF; RTERZS RBS A WM, BE PRAK, Ke 

不 够 插秧 , 他 把 田 分 成 两 埃 ， Fe rke — S  e 

(Ry TC TK SBOE, Ae; 融 安 县 大 坡 乡 (中 造 地 

区 7) 把 已 黄 敦 的 早 禾 田 庄 的 水 放出 ,挽救 正在 扬花 需 水 的 晚 禾 

H ,过 标 挽 救 了 近 一 百 均 。 

(三 ) 保 苗 法 : 

1. 割 草 铺 地 保苗 法 : 荐 了 到 田野 订 草 HABE, BORER TAT 

Fad 5 SiR — TP SA_L g BY Ae AKAD FRE 5 (ie SHR PRG» SEAS Bt 

KEK BRR, DUS Bia RAT ES RRA, BED 

TERR. 

2. RAR IEVEPR A HE: FPR ASE . RS 

eZee , MMi LALA, TAUERTAA Wee, 

BL. AK FOR VCIE HE LAR, AE EA KARE 
HEPRET Ty LRA SAAR BAIT FBGA ECU RT 

洛 岩 乡 岩 民 莫 美 娥 探 用 了 过 个 方法 ， 附 近 别 人 的 禾苗 都 巨商 

了 ;而 她 的 禾 昔 还 青青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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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 抗旱 播种 保苗 
42 BR 

ABR: “RBH AW”, Ley EA ,就 
REAP EWR EAH ERY OLE BACB dn 
WAFS hw She Se 
担 水 点 逢 等 方法 完成 任务 的 。 很 多 地 方 , 抗 旱 播种 \ 汉 水 催 苗 
保苗 形成 了 泗 囊 烈 烈 的 运动 。 各 个 自然 条件 不 同 的 地 区 ,也 都 
fils J PERE, WET DEBI ETE IEE PA ERE 

Cs eee. 

播种 之 前 ， 先 检查 士 壤 的 含水 量 是 否 足 供 种 子 出 芽 时 吸 

收 之 用 ,决定 播 征 探 用 那 一 年 方 法 , 称 和 起 验 丧 。 有 所 谓 “ 扶 霄 2、 

“ 假 墙 ” ;其 霄 水 分 足 , 种 子 人 士 久 后 可 以 发 芽 ; 假 丧 水 分 不 足 ， 

播种 后 不 能 发 芽 。 要 辨别 墙 的 假 ,有 如 下 的 一 些 方法 : 

(一 ) 欠 土 色 来 看 : 土 色 发 黄 的 是 假 墙 ， 士 色 发 黑 的 是 其 

33 . 

(LMR WRARA: 用 手 担 一 把 士 ， 转 不 起 来 的 是 假 

丧 , 能 园 起 来 的 是 趴 丧 ; 

三) 从 含水 蒸发 情况 来 看 : FRA PAAR RR RECS 

白 的 是 假 霄 , 乾 得 慢 的 是 芙 培 。 

验 霄 是 一 项 重要 措施 ， 因 篇 根 据 丧 情 就 可 决定 探 用 那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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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法 ， 而 各 种 播种 法 所 需 的 上 劳 、 畜 力 和 时间 往 往 相 差 很 大 ， 

若是 丧 情 掌握 不 确 , 可 能 发 生 两 种 情况 : 一 种 是 篇 想 节 省 劳 、 

BA > 等 取 时 间 种 上 ， 探 用 方式 录放 简单 草 这 ,播种 和 后 出 不 了 

i> D-H RS AR EE UREA es 

SCRE AL RL EH EA Se 

ia PATH KES, PEE RE, UME, FRSA 

SC AEM SS A Es BBD CA TREE 

PRS Bee th Oe BOS aa ST PARE Bt, SP 

fl , 5c SEG 38 BISA ORI S Eee Se, 

(一 ) = &8 

WA HES ASS BOE. UO STR ESE 

A Rae. HAE IS SY FA BK, rE: SET BCELSR » 

FOVETK BES , WIZE MAK, WHEE. ARES 

FD GH, BIE A AK; AR i EF, AFA BIKER AAT ISAS 

APSE PPAR » FEREPF H » FEARS » PRE A TEC 

S83 AERA, BEY et BESEHE TT ES. HS J ETF 

痕 散 , 捞 出 种 子 人 后， 可 用 草木 灰 搓 一 下 。 出 芽 的 长 度 应 视 土 壤 

的 温度 和 播种 时 间 而 定 。 播 种 深 的 , 芽 要 短 些 ; 假使 季节 晚 了 

要 抢种 SF A ARE, 

(=) & 程 

eA DUET Ee. UPAR 

Wit LAT ZA AE: 

(1) Ste TR Eb; 

AA A RIG , HMR, 按 上 一 层 漫 士 , 再 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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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种 子 可 在 湿 土 中 发 芽 。 过 种 方法 ,适用 认 乾 旱 不 太 
最 重 的 地 区 。 
«OSE HRM Ht, ANOLE 
ERA, RMA AT REL AOVERRAUCE, ELLIE, BE 
PG II, AAPA Le, ee OEE 
播种 ) AAR MARMOT, LWA 
时 ,可 用 此 法 播种 。 

人 ) 深 种 厚 覆 揭 土 法 “河北 棉 区 用 过 方法 抗旱 植 棉 ， 农 民 
ALB MUNG” , Hee: WT RE ABLE 
士 的 深度 应 在 三 指 以 上 .过 歼 天 种 子 萌芽 时 ,再 用 粮 在 播种 行 
正 挑 开 猩 二 指 深 的 乾 士 ,使 幼苗 顶 出 士 面 。 过 方法 的 好 处 是 乾 
王 深 至 四 、 五 指 时 ， 也 能 播种 出 苗 。 但 需要 掌 灯 的 技术 较 高 ， 
在 播种 时 掌 得 要 直 要 平 ,种 子 人 士 深浅 才 会 一 致 ;以 后 挑 土 时 
又 要 掌握 住 杂 , 挑 得 不 深 不 恋 , 要 饶 能 出 苗 , 又 不 伤 苗 。 BAR 
Pe PAO Re BU) “HEME IR”, 是 此 法 的 要 点 ,必须 轩 

”此 有 把 担 才 能 动手 。 但 用 此 法 种 棉 , SE: ALR 
WARE PAO, FERAL HL EE AEP a EE 
用 。 
(YEE: TSE RDB, AUER EH 

种 。 再 在 播种 行 控 第 二 个 坑 ， WL, BSE ee ALT 
上 ;再 覆 上 乾 土 .以 后 再 在 第 二 坑 播 种 ,从 第 三 坑 中 取 瀑 士 ,… 
… 如 此 连 炉 进行 。 此 法 送 用 於 棉花 、 花 生 、 王 米 等 大 粒 种 子 作 
Yn iy aA 

(HBTS: PCB, (Ae MAY 
能 用 此 法 ,能 打 土 间或 水 源 较 近 之 处 亦 可 用 此 法 。 若 是 大 粒 种 
子 作物 ,一 喜 地 需 水 锡 四 \ 五 十 担 。 点 种 时 ， ERE BRE AE 

“1083。 



地 上 答 好 沾 , 再 依 浅 控 坑 ， 然 后 按 坑 淮 水 , 待 土壤 漫 透 后 再 下 
种 。 下 种 时 应 将 温 士 搓 碎 ,有 以免 结 成 硬块 , 妨 丰 出 苗 。 种 后 仍 先 
PNR, BB, 覆土 可 分 高 出 地 面 生平 亦 地 面 的 丙种 。 若 
IPE, MBAS, 以 保 访 地 下 水 分 不 使 蒸发 ， HA Sp RF 

AY ASS SM AY LHS: 3 ELH By PT RAE BOE, FA 
PVPS GELS (可 深 至 四 寸 ), HMGE— ++, ABH 
得 深 ;, 士 塘 易 保持 漫 油 , 不 易 稚 晒 乾 ,下 种 时 又 容易 储 积 雨水 
一 般 出 苗 较 好 。 过 样 种 法 , 坑 要 抄 得 整 课 , 籽 ar, WLR, 
SHH ALLE, 

HOKE, Ie AH AE, WAAL BA, 
儿童 可 做 控 坑 播种 、 履 士 的 工作 , 青 半 年 则 可 往来 担 水 ;水 源 
RYOHO Ie A AK ar 水 丧 拉 水 。 过 样 就 能 做 到 “ 男 
女 老 幼 壮 动手 人 冀 工 具 三 不 并 ”。 如 果 分 工 好 ;效率 能 提高 不 

(6) 豁 沟 待 雨 法 ”过 是 丧 士 不 足 而 双 不 能 担 水 点 种 时 探 用 
的 办 法 。 先 在 地 上 天 论 , 下 雨 时 雨水 集中 沟 内 , 即 可 随时 播种 。 
车 雨量 不 足 , 可 将 沟 旁 地 面 上 的 湿 土 加 著 上 去 , 芝 样 即 等 放下 
-一 指 雨 有 二 指摘 山西 的 经 验 ; 有 薄 雨 播种 法 ,四 人 同时 动手 
-一 大 刮 湿 士 ;一 人 掏 窟 ,一 人 点 种 ,一 人 将 瀑 士 埋 好 。 两 个 办 法 
基本 上 是 相同 的 。 

人) 乾 种 待 雨 法 “在 地 上 并 沟 ， LI, SUR, 
然后 将 种 子 播 在 乾 士 上 (种 子 要 乾 的 ,不 能 浸种 )。 以 后 窗 土 要 
浇 , 覆 土 后 再 锁 压 一 ,两 次 ;以 防 透 风 。 过 样 种 了 ,下 小 雨 就 能 出 
章 ; 比 雨 合 再 种 的 可 早出 苗 三 \ 四 天 ,也 可 避免 雨 合 抢种 ,发 后 
人 、 瘟 力 不 足 的 情况 。 此 法 适宜 放生 长 期 较 短 的 作物 如 席 子 。 
麻子 、 蒂 变 等 播种 量 可 略 多 一 些 , 以 免 出 苗 不 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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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穆 称 移 水 法 ”点 种 时 用 筷 竺 或 玉米 稠 则 去 外 皮 ， 册 成 
DEL, 在 水 喜 泡 透 和 后 类 截 束 成 一 束 ， 播种 时 绩 控 得 深 些 ; 将 各 

| RD LAED LS, B E+, 再 播种 子 , 3a FARE FY HE BLA SE, 

水 分 出 菠 。 
(9) 育 昔 移 栽 法 “大粒 种 子 作 物 ， 在 土地 太 乾 、 优 法 下 征 

时 ,可 先 在 近 永 源 的 地 上 密植 育苗 ， 待 雨 后 移植 。 一 九 四 九 年 
春 旱 中 河北 农民 创造 了 棉花 打 哇 青苗 法 , 先 翻 士 大 寸 做 成 哇 ， 

PEAK, = VK AT Hay, HRS EG EF 
高 时 即 可 移 栽 。 

(2) Bm ee 

FEAR SE HET PRY » Ah PAZ: 

(—) BABE y HT AE: BS SCZ TF FP SOB ELC GS 

等 都 可 以 ) 播 一 个 将 狗 三 四 十 的 腿 , 插 进去 合 四 面 的 一 下 ,使 

洞 限 大 些 ， 然 后 往 调 囊 灌 水 ， 涂 透 后 再 河 一 次 ,随即 用 士 把 眼 

十 实 。 才 是 条播 的 , 可 在 播种 行 过 每 隔 七、 八 才 放 插 眼 灌水 。 运 

iA ,每 一 腿 可 以 温 清 周围 七 八 二 左右 的 土 塘 , 纶 且 保 水 , 少 

蒸发 。 据 老农 人 经 验 , 可 抗旱 八 天 到 十 五 天 ， 山 地、 平地 都 谤 合 ， 

茧 且 和 区 水 ,每 页 地 估计 二 十 担 水 就 够 。 

C=) pL) BG Dr ee Bi Tie BE Be BE Ay “URE” RS, A Fd 

TAS = TBA, DS Bis 2H es Cate Be BE IEA, Pe EFT 眼 的 办 法 渡 

昔 ,不 但 而 旱 , 同 时 又 上 了 追肥 。 因 篱 水 效仿 艇 体 物 质 , 能 使 士 

捞 不 结 硬块 ， 且 能 保持 水 分 。 黑 攀 一 方面 可 作 人 瘤 尿 渝 考 用 ， 

一 方面 又 可 中 和 土壤 的 龄 性 ,过 是 较 好 的 浇 昔 方法 。 若 没有 黑 

敌 , 可 只 用 水 次 或 加 些 碎 豆 、 豆 饼 , 亦 可 抵 上 追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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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抗旱 播种 保苗 中 ,同时 麻 注 意 如 下 的 休 个 问题 : 
作 土 地 祭 压 ”在 有 墙 的 地 训 播 种 , 先 压 一 沁 , 可 使 乾 土 压 

薄 , 可 能 使 土壤 返 润 , 便 认 接 墙 、 借 载 。 播 种 后 锁 压 能 使 种 子 与 
漫 土 客 接 , 便 认 吸收 水 分 ;也 能 减少 水 分 蒸 改 ,可 肖 当 地 渤 用 。 

(2)g8- FESR ELBIT TiS, HR Le, HE 
FARE EES, Wh A SE IL BH) AA 
幼苗 出 土 。 

(3) 施 肥 ”上 地 的 肥料 ,必须 用 酸 酵 泛 的 。 没 酸 透 的 可 以 江 
BORA TK EME MEME FEI TAT ART IE EEL 
ALAS OBE ES KD AR BE FEE “ 
PLUS, ESB HBS» FEAR SE BH , EBA BK, 2 ED 
WABS+ HHL, PORL, Ba LESSER, 
SSeS, WY MEME. 

QHMBE CEM AEE, DRA 
H SEARS, Sh ieee wee, 其 
至 死去 。 
(5) 准 人 备 种 子 “ 乾 旱地 区 应 准备 好 晚 田 作 帕 种 子 。 在 舟 误 

播种 季 和 或 需要 补 种 、 改 种 的 地 区 ， 可 赶 种 生长 期 短 的 作 由 ， 
如 素 府 、 小 豆 、 快 苞 米 等 , WIT ESR, 一 定 要 把 地 种 
上 。 若 在 水 稻 区 , 乾 旱 时 朵 准备 旱地 作物 种 子 如 芝 矢 、 lad 
在 水 量 实在 不 足 时 改 种 旱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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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度 是 旱 炎 ?怎样 和 写作 门 圭 ? 
RUSLAPERMARS RAS 

ACEH HEE SSR AGRE ARE 

HSER AS aR Re _L ES , 

旦 人 炎 作 问 等 及 改造 大 自然 Saw eS E— 

分 。 

aa ee ee ee 
SAUER LSE, RSH LABORER 
ROI ik Gr 3 BSE SS) A ER LATE SAL La 
SLUM LID WANT THOT, 

PAPUA BARRING TEDL, SICH BIE nbd 
HARADA Be SE AE ER NN FSC REHEAT» SST AE 
RMB ED EA TOE 

HEE LYE EAR AB ERR: fyb BE, 
ALVESE WES DOHC, CLARA ALTRI EPA 
CE a ope aM ea eae en 

小 麦 大 部 栽培 在 我 国 欧洲 部 分 的 草原 和 和 森林 草原 区 。 就 
年 长 的 特性 衣 , 它 是 适应 这些 地 区 自然 条件 的 ; FAI, SUE A 
禾 裔 类 作 易 比较 , 屁 是 品质 最 好 的 。 但 不 幸 的 是 我 国 的 亚 产 区 
都 是 乾 旱 地 带 。 伟 大 十 月 宪 会 主义 革命 以 前 , 旱 基 常 带 输 人 民 
BR Hi ty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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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长 矿 是 旱 炎 ? 它 对 植物 有 何 影 叶 ? 

星火 ,就 是 乾燥 无 雨 ， 枯 燥 的 所 局 和 士 二 ， 酷 玫 而 亡 里 无 

Say 天 气 ， Boe RPE IK FEE » RUT 

AN AS Ee SAR, SARE EAS 

足 , 也 就 影响 土壤 合 水 量 不 足 。 在 降雨 量 不 足 了 时 ， 士 壤 合 水 量 

也 沽 少 。 但 同时 士 坊 含水 量 也 与 土 访 结构 的 性 质 有 关 ,尤其 主 

要 的 是 因 赫 作 情 况 而 移 。 轻 过 秋 耕 的 士 地 ,吸取 了 春季 的 雪 水 

和 和 雨 水 ,提高 了 士 玩 温度 ,因此 植物 也 能 够 生长 。 因 此 在 同一 

的 气候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耕作 休 件 下 ， 早 火光 作物 的 影响 也 有 榴 

大 的 差别 。 直 此 ,我们 就 知道 ,造成 星火 的 原 cecal 

气候 的 共同 作用 。 

土壤 具有 保持 水 分 的 可 芙 特 性 。 因 此 ,和 屁 能 把 秋冬 和 春季 

所 吸收 的 水 分 储 茧 起 来 ; 就 是 过 些 储 艾 水 保证 了 春 昔 的 生长 。 

需 士 坊 所 保持 兹 能 篇 植物 所 利用 的 水 分 称 篱 毛 组 管 水 。 

REA BA BOE BH ARAL RS KF RFS Kis BSE 

GS CHEAT, EST, BN PEE 

LA 5 7K A EE Ed 77 Hb SE BE sy TEL 7K 4d 

BPTI EEK 5 BAR BSL SE” A Lg i eee Fe EAL 

死 ), 吉 种 水 称 附 着 水 。 

因 和 霞 气候 休 件 和 植物 状况 的 不 同 ， 土 壤 水 分 关 育 许多 复 

ERY BAT 

Pi Ln y CUE BRAK RAT AIBA, SME, RE 

ALK EV ELBE BOM 5 38 FPA RA ICSD BY IKAD 5 A 

HG EE A» BCID 538 Be AY » WFR AE— JL= 

DHF 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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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奉 圣 土 天 著 水 充足 ,就 是 到 炎热 的 夏季 不 降生 ;也 能 抵 
住 蓝 旱 , 惟 收 成 降低 一 些 昌 了。 | 

sR REAR ASE, TSE, REEL 
ATR FSR, i EL Aree 5 DIA FEZERRE UR 
WEIR EWE AISA HAE, A A EBA | AEG, 
HUE AF BB a PRELIM g er — JUS NEAR 

徊 奉 季 土壤 储 鞋 微量 的 水 分 ， 有 十 至 二 十 五 公分 的 土地 
是 温 酒 的 ， 过 样 的 含水 量 也 不 能 保 叙 沁 收 。 但 若 夏 季 降 雨 油 
富 ; 也 有 沁 收 的 可 能 ;但 尊 收 的 程度 要 省 降雨 量 而 定 。 

最 后 ,再 举 一 个 土壤 合 水 量 与 气候 天 傈 的 例子 .有 时 土壤 
HELIER D sD RE, 春 昔 也 能 莲 勃 生长 。 过 
时 如 果 忽 允 乾 爆 的 氛 馈 ,由 讼 土壤 著 水 量 少 ; 有 泗 收 希望 的 幼 
昔 即 开始 秦 凌 ; 收 成 降低 。 如 一 九 三 一 年 在 苏联 许多 地 方 出 现 
Ay Bee, 因此 公 苏 委员 会 发 出 了 与 旱 余 作 门 等 的 号 召 。 

i As Sy FLAS ROWS TAT CF a TK 
4 EVE FA BOAS BE EK AS SS EA SR ESR: 
Hid Fy LYSE AAS PR Hy kT ALE. 5 16 BS HL 
SERRE LES BOARD KA HOT ARE 

_ PERE T-S A ATT AE ESL, SEK 
HE BRCE N.S AOR Rh FE LIE A dE 
2 , ALEK FEE BE UI BE AKAD FETIP, BE TL BYR 
Bi, “ee” a ch MOMETT 18 BH AK a 
HEFL BIDAR, “ZEKE” WSL AAS RB A Bhi 

WYRE ALTE AS BAKA HES A FE NEY Hye Jn 
ALS BEE TE RET I URE TK AOR ES, 

(A ARE BEI EE BE: 植物 根本 不 需要 “蒸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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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东西 继 是 要 比 乾 的 未 西 泳 的 多 。 同 时 ,须要 构 和 过 药 孔 吸 收 窑 
氧 中 的 碳酸 所 进入 更 部 。 我 们 知道 碳酸 气 是 植物“ 能 ”的 泉源 
竹 养 料 一 一 碳水 化 合 物 一 一 的 必需 元 素 。 所 以 ,不 可 以 创造 使 
药 孔 天 于 的 条件 ;相反 的 ,篇 了 多 得 由 收 ,必须 使 药 孔 洞开 。 和 过 
样 , 便 发 生 了 矛盾: 需 了 丰收 ,就 必须 使 华 孔 张 开 ; 坊 了 沽 少 蒸 
ME, 必须 保 训 华 孔 密 合 。 过 种 矛盾 只 有 灌溉 二 能 完美 的 予以 解 
决 。 淮 浙 久 后 ,土壤 积 营 了 已 富 的 、 易 讼 篱 植物 吸收 的 水 分 , 甘 
FALSE RHO F , BRET RCH HO EA, HE ERK 
化 保持 洞开 。 
但 是 ， 植 物 完 葛 如 何 减 少 水 分 的 直接 消耗 而 使 水 分 应 用 

得 更 有 效 呢 ? 

下 烈 方 法 可 以 达到 过 个 目的 :第 一 ， Pers ALK» 

篇 肥 沃 度 的 提高 ,在 同 量 水 分 的 基础 上 可 多 得 更 多 的 收 稚 , 第 

=, 改良 植物 本 身 及 其 吸取 养料 、 水 分 的 器 官 或 培养 新 品种 ; 

第 三 ,改善 乾 旱 区 和 与 沙漠 地 带 的 所 外 人 条件 。 

由 此 可 得 出 和 结论， 大 部 分 抗旱 措施 的 目的 在 於 玫 助 植物 

As SF SLE REPS, DEBI AE Sees ELH TTT A 

AWE RR, PRICES MOE AE 

作 休 件 的 任务 ， 将 要 因 党 和 政府 在 伏尔加 、 克 里 米 亚 、 筷 更 

苦 、 土 泵 克 曼 共和 国 和 高 加 案 发 展 灌溉 的 决 芒 的 实现 而 得 到 

解决 。 抗 旱 不 仅 是 等 取保 证 收成 的 六 等 ,而 且 是 等 取 波 收 的 门 

等 。 

(=) 与 旱 炎 作 门 等 的 拓 业 技术 方法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草原 与 森林 草原 乾 旱 区 的 层 业 ， 币 古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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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都 没有 灌 浙 . 遭 些 地 区 的 农民 和 宝 瞪 站 、 专 科学 校 的 农业 科 
学 工作 者 都 创造 了 寻 到 遇 收 的 植物 栽培 法 。 所 有 党 些 方法 的 
目的 都 在 放 更 充分 地 利用 雨 雪 水 ， 更 好 地 把 它们 保持 在 土壤 
中 和 更 痉 济 而 有 效 地 利用 它们 。 

悉 地 深耕 是 一 个 极 重 要 的 积 蔓 雨 水 及 雪 水 的 方法 。 关 放 
它 对 增产 的 重要 性 ， 可 从 一 九 五 〇 年 伏尔加 河流 域 的 收成 得 
到 证 明 。 一 九 四 九 年 秋 过 儿 是 乾 旱 的 ,冬季 少 雪 ; 春天 一 开始 
土壤 内 水 分 就 很 少 ,接着 又 是 乾 旱 ;但 是 萨 兰 托 夫 农学 院 的 小 
EWM ASDA EAE EAT it EIR 
HiT), HA-=AW, JF SAS BRE Ay 
收藏 , 丰 依 凡 切 夫 区 “拖拉 楼 手 ” BS PS TE A 
得 到 每 公顷 二 二 公 担 小 奏 的 收成 。 过 榜 笨 收获 得 的 主要 原因 
是 政府 供 葵 必要 数量 的 拖拉 楼 (包括 至 国 各 地 在 内 )， 因 而 保 
症 了 差不多 储 部 一 九 五 〇 年 春播 土地 的 秋 耕 。 

春播 地 秋 赫 的 意义 ,在 讼 到 春天 时 ,过 些 预备 好 的 士 地 能 
够 迅速 地 提前 进行 耕耘 播种 。 正 是 过 个 提前 播种 ,决定 了 乾 旱 
Be fel SAY FT AB | 

PRA AT BOE FT SEP BA fy PSE BEE ERY 
BREAST, SOIL AER SLE, AERA RAE, BRE BIE 
常 低微 的 收成 ,甚至 幼苗 至 部 枯死 。 

秋 耕 是 万 收 的 基 确 , 圣 认 它 必须 了 予以 十 分 的 重视 。 秋 耕 是 
伏尔加 河流 域 乾 时 区 农民 多 年 耕作 故 验 的 结晶 。 且 自己 发 
明了 深耕 的 工具 一 一 二 输 歼 。 威 廉 斯 在 研究 后 指出 过 种 殊 可 
LSAT HEH OER ES IED A ET RE 
验 的 正确 性 。 

例如 在 巴 式 金 利 亚 做 的 实验 全 明 : 深 赫 二 点 五 公 寸 时,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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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 成 每 公顷 一 五 点 七 公 担 ; 韩 深 二 公 十 时 篇 一 二 点 六 公 担 ; 

浇 赫 一 点 六 公 寸 时 只 收 九 点 六 公 担 。 在 克拉 其 蓄 烈 卡 国营 农 

场 ， 在 一 个 履 重 的 旱 年 , 浅 赫 地 每 公顷 收 稚 量 仅 〇 点 九 公 担 ; 

而 在 同 休 件 下 ， 殊 过 秋季 深耕 的 土地 ， 甚 产量 篇 每 公顷 六 公 

担 。 过 就 是 带 在 乾 旱 年 分 ， 因 篇 实行 秋季 深耕 ,的 确 能 得 到 相 

ta hy SMe, 
B5 TEE SAC TA BY RB TL ESS eek A 

Wh A} PEE EVE AO AHE, TOIL TE REE ORL, HE 
PH SRE BME Es, BETES CIE 
GPCI BS, ARPDATE , SEE HY GEE IA SE Sp HSL 
进行 秋 赫 , 把 野草 的 幼 芽 埋没 在 土 中 。 a, EME 
土壤 秋季 耕作 的 结合 制度 。 

威廉 斯 院 土 坚决 主张 在 拖拉 机 耕种 时 探 用 前 小 黎 ， 把 前 
小 复 按 在 主 复 硼 的 前 面 , 使 地 表层 一 公 寸 的 用 土 碎 裂 , 泪 把 它 
副 理 在 黎 沟 底层 去 ,而 下 层 被 主 殊 组 翻 起 的 新 士 , 鸭 匀 而 用 散 
地 压 在 过 层 脆 土 之 上 。 过 种 耕作 法 可 二 大 土壤 著 水 量 , 改 羡 士 . 
地 肥沃 状 驶 ,而 最 后 巡 到 条 收 的 目的 。 接 巴 式 金利 亚 地 区 试验 
证 明 , 探 用 前 小 歼 的 土地 每 公顷 产量 需 一 五 点 及 公 担 ,没有 探 
用 的 每 公 贰 一 一 点 从 公 担 , 诗 每 公顷 增产 四 公 担 。 

_ 休 耕 制 在 抗旱 上 有 极 大 的 意义 。 十 月 革命 以 前 ,农民 是 夏 
季 耕 地 ,秋季 播种 。 过 种 秋季 播种 的 土地 ,从 春季 起 任 其 生长 
订 草 ,用 以 放 收 ;至 夏季 把 性 冀 赶 到 另 一 块 已 淘 收 制 过 的 土地 
上 放 收 ,即将 过 块 土地 翻 耕 。 过 种 土地 ,二 末 即 称 篇 体 耕 地 。 但 
因 篱 它 的 土壤 已 被 踏实 ,也 乾燥 了 ,车 未 降雨 ,即使 轻 过 耕种 ， 
秋冬 裸 变 还 不 能 发 芽 。 现 已 加 以 改进 , 秋 耕 地 不 但 在 秋季 耕耘 ， 
而 在 整个 夏季 也 不 断 翻 耕 , 使 土壤 保持 牙 用 ， 野 草 不 能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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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体 耕 前 一 年 中 , 士 诬 积 莹 了 大 量 的 水 分 与 养料 , 汞 使 除草 
工作 容易 进行 。 据 克拉 斯 庄 库 蒋 克 试验 站 的 实 哈 苹 明 : 体 耕 其 
间 不 耕耘 的 休 赫 地 冬 奏 产量 每 公 贰 篇 七 点 三 公 担 ; 而 近代 体 
耕 二 产量 篱 每 公 艳 一 三 点 太公 担 。 在 乾 旱 年 代 , 过 种 产量 差额 
HK, 

WE ARETE ABR, (RECEP A 
A 42 A IRI, (AH ia ET 
FL SRA HU Ty PR EARE MN , (PE HIAEDE FETE Lt EER 
#2. 

5 — BEY HE PSE BE AO EE 
HOES, HALE RIND BRUTE PME OES EE OE EE IK HE 
FELBERT KL, EE Aye FER AES 
VIBE AY, UR VARIED TO PRES 

—  FRFA, WERE RE BET EBS BSB I ga FE » HA AY bk BE 

的 必要 。 
在 作物 生长 期 中 ,野草 篇 害 极 大 , 宛 们 硅 取 了 土 坟 中 的 水 

分 及 状 料 ,是 作物 强 有 力 的 散人 。 在 野草 膛 不 能 因 正确 的 耕作 

方法 滑 队 上 , 人 工 除草 是 提高 与 称 定 产量 的 最 重要 方法 之 一 。 

培养 乾 旱 区 作物 新 品种 ,在 抗旱 上 具有 极 大 的 意义 。 人 民 

已 从 事 於 过 个 工作 ,而 且 已 培育 出 一 些 地 方 作 物 新 品种 ,如 产 

量 高 而 能 保证 法 收 的 一 种 小 奏 和 伏尔加 河流 域 的 谢 里 马 话 夫 
小 奏 。 克 联 玩 种 学 家 在 培育 抗旱 仙 收 作物 品种 上 有 卓越 的 成 

短 , 现 在 葛 有 了 产量 高 於 原 品种 百 分 之 五 十 到 六 十 的 新 品种 。 

但 是 现在 还 没有 利用 米 丘 林 的 方法 大 力 地 培育 新 品种 ; 事实 

上 ， 米 丘 林 方 法 定 能 培育 出 许多 稳定 波 收 的 新 品种 。 

在 伏尔加 河流 域 , 篱 了 提高 土壤 蔓 水 ,广泛 地 探 用 在 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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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修 筑 三 至 四 公 寸 高 的 土壤 以 截 阻 地 而 水 流 的 方法 。 在 平坦 
的 地 面 ,过 样 的 土壤 能 造成 幅面 很 大 的 积 水 , 也 有 用 未 融 的 积 

SS HEM) SEs 

ARE LIRA — RAE, AP SKY 

方法 。 最 好 的 积 雪 法 是 在 田中 按 装 木 棚 屏 队 ,用 成 排 的 向 日 葵 

芭 插 入 土地 。 甚 至 专 亲 地 在 体 耕 地 上 种 植 向 日 获 , 篇 宛 的 苗 株 

到 一 米 多 高 时 , 即 可 原 株 不 动 的 留 到 冬季 应 用 。 

大 部 分 以 农 作 技 术 抗 旱 的 方法 ,在 十 月 革命 以前 就 存在 ， 

但 是 它 个 没有 被 广泛 地 探 用 。 农 民 们 不 能 在 进行 秋 耕 的 同时 

管理 体 耕 地 ,而 且 迁 要 沽 茬 和 种 植 多 年 生 牧 草 ; 否 则 全 村 的 牲 

音 将 没有 任何 创 料 。 加 已 农业 的 喜 答 和 小 农 逃 济 又 不 尤 许 利 

用 楼 器 和 圭 黎 。 

十 月 革命 和合 , 因 息 国家 工业 化 及 农业 集体 化 ,在 很 短 的 像 ， 

KSPR iN +H, Rw RS) Ra Ae 

wy, ST SL AOL BE Ae BK 38 Te ATR AEE Ee 

创造 了 优越 的 条件。 在 战 前 , 公国 各 地 就 探 用 了 草 田 农 作 制 、 

ABE, ATE CRATER ESS DBE, 3s ANS FEE ae 

Pe ire SIRE, hk SERS ERS HE ial BE BS SS RI 

分 而 具体 的 可 能 。 

(=|) 与 旱 炎 作 辣 等 的 苏联 农业 生物 科 峙 

在 党 和 斯 大 林 同 志 指 遵 下 的 我 国 农 业 科 学 ), 踏 着 马 死 思 、 

烈 容 主义 唯物 辩证 法 的 道路 前 进 。 写 证 明 人 类 可 以 有 意 巷 有 

目地 改 移 外界 环境 ， 以 便 培 育 出 所 期 望 的 作物 或 家 瘟 的 新 品 

种 ,而 且 可 以 改造 它们 的 种 局 , 即 是 瑶 由 一 种 作物 培养 篇 另 一 

种 性 能 和 仁和 守 会 主义 和 朋 业 相 适 应 的 作物 。 众 联 生 物 学 毫 摧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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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有 站 傅 因子 存在 的 空想 和 扰 物 之 谈 ， 过 些 学 襄 训 篇 人 工 
Uc EAE AE, KEK 
ABSA, BET ARS Ce A ERE 
的 理论 基础 。 

在 米 乒 林学 属 的 基 克 上 ， 李 森 科 同志 在 抗旱 上 做 了 许多 
创造 ,他 发 现 了 植物 阶段 发 育 的 理论 , TEAS SRE: 春 化 阶 
段 也 可 作用 旗 种子 ,他 提出 了 加 速 定 物 发 展 过 程 的 春 化 方法 ， 
这样 就 保 倒 了 在 旱 凤 渤 不 弦 烈 和 光 植 物 的 摧毁 作用 还 不 剧烈 

的 时 候 , 作 由 就 成 熟 了 。 
伟 夫 的 学 者 威廉 斯 所 发 明 的 草 田 农 作 制 ， 在 保 促 旱 区 站 

Ie Hg eIGR EE SEAL SE BE, FSA ROSE, 威廉 斯 攻 明 : 
LYERGIERR SAS , ESET LA AED 
$e RE, MUS: Pe 

SERRE LE ELE HERSE EIS. A 
es 7G BLE AM ED, VERE PRA SR SEE, AOE HE 

| TSR EEE, 威廉 斯 进一步 确定 : 多 年 生 
Poe AALS AE aE ASE ROR, TE Ee 
iis ye FE SF DAS ES a FST, EAD 
EVE lS , Re Be ST SEA SKA EF a BE, AE 

Fi Pata Fe A Hg HL Ek BE SY 
Fi ROAEHE Ay EIA: Ey hy ELS, 

BORA AS HO Be He B— IU A4e+ + 
党 与 政 府 决 议 的 基础 。 
草 男 农 作 制 即 是 道 库 恰 也 夫 \ 柯 斯 德 切 夫 、 威 廉 斯 创造 的 

结合 ,包括 以 下 主要 环 等 : 
1. FEA TK a HE HOS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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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池 周 围 种 植 防 访 林 带 , 论 固定 沙 士 。 
2. 正确 棚 织 草 田 农 作 制 地 区 ,让 合 理 地 使 用 这些 地 区 。 
3. 正 克 的 十 塘 耕 作 制 度 和 播 秋 管 理 ， 首 先是 广泛 的 探 用 

Ok BABY RHE LURE 
4. TEREROUR FAA Be SS 
5. 播种 产量 高 而 踪 合 当地 人 条 件 的 品种 。 
6. 建筑 池塘 及 著 水 池 ， 在 利用 当地 滩 流 的 基础 上 发 展 灌 

浙 。 
收 草 输 作 制 与 过 些 方法 的 峙 合 ,目的 就 是 防止 旱 父 
防 疏 林 是 寅 十 至 二 十 米 的 森林 带 ， 包 园 着 方形 的 播种 地 。 

它 不 但 减弱 了 风力 ,使 地 面 空 氛 瀑 酒 ,保持 积 委 不 帘 大 风 挫 人 
山谷 , 因 积 雪 绥 慢 地 融化 ,所 以 水 分 更 良好 而 多 量 地 和 埠 士 壤 吸 
收 , 不 至 流失 。 山 坡 植 林 可 以 保护 士 壤 ,防止 冲 剧 ,因而 也 提高 
TRACTED , 所 有 的 过 些 方 法 , 在 於 阻止 土壤 乾燥 ,改善 十 
HEAVIER | 

种 植 多 年 生 鸭 草 具 有 重大 的 意义 ， 它 能 够 创造 土壤 国 粒 
烙 构 ,二 加 土壤 凑 料 ， 因 而 提高 了 土壤 生产 方 。 使 作物 更 有 效 
地 利用 水 分 ,在 消耗 同 量 水 分 之 下 获得 更 高 的 收 答 。 

此 外 ;多 年 生 收 草 层 可 以 防止 雨水 流失 , 保 体 更 充分 的 利 
FASS LEAD ae OE ALE HE NH 
LK RSME EIS TS, EPS 

PRAVEEN AR 307 33 RRC DUS fy JET JL PT FRR ay 
AVBAABED KARR SRM EMEA, BRED 
林带 的 任何 人 , SEAT LEI , WIT AR EEE HORAK 池塘 水 
Til AnH y PLAS HESS HORSE s SBS Ay TP RRO LA 
BaF EEL BSE SE Bo EA THEE LPH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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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泉源 。 你 会 立刻 感到 谅 爽 、 漫 调和 北 草 横 木 的 芳香 。 播 种 

的 地 埃 恰 如 森林 中 的 称 洲 。 按 气候 人 条 件 瑶 ,过 地 带 已 不 像 空 央 

的 原野 ,原来 培育 和 推广 的 抗 星 损 物品 种 在 过 庄 已 不 通用 J 了 ， 

因 篱 他 个 惯 放生 长 在 乾 旱 地 区 ， 不 能 充分 利用 过 新 士 地 内 的 

” 滥 度 , 即 不 能 充分 发 挥 土壤 生 产 力 。 

多 年 生 牧 划 输 作 制 ,施肥 ,耕作 和 防 访 林 车 合 利用 的 优点 

即使 不 详 秋 计 算 收 答 量 , 亦 可 充分 表现 出 来 。 在 威廉 斯 所 引用 

的 一 个 贮 有 又 训 , 漫 没有 完全 探 用 上 述 的 方法 , 便 将 收 稚 量 元 大 

地 提高 了 : 由 在 空旷 田野 的 中 耕 体 阅 输 作 制 下 每 公顷 一 六 点 

”从 公 担 产量 提高 到 在 防 访 林 中 草 田 农 作 制 条件 下 的 每 公顷 三 

O 〇 点 五 公 担 ,如 下 表 : (单位 :每 公顷 公 担 ) 

在 空旷 草原 
OM 作 OM 

未 施肥 | 施 肥 | 未 施肥 | 施 肥 

a A BR OM f tw) 18.1 21.2 | 25.3 30.5 ° 

其 他 春季 及 中 赫 前 期 作物 16.8 18.9 20.4 22.4 

如 录 完 全 探 用 上 述 耕 作法 ， 即 是 没有 江浙 ， 在 道 库 恰 也 

夫 宜 学 院 试 验 地 上 的 产量 已 于 到 相 管 於 原 产 量 的 一 点 五 至 二 

i 5 Aun Ze: 

ARBRE TE POH eB fit FS 公 担 ) 

») THROM | ee 
; —Fi— AE Th: 一 九 三 :从 

21.1 

wy (se | ak | a | ae |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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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田 农 作 制 渤 有 许多 重要 的 效果 。 据 斯 大 林 格 勒 逢 数 敏 

Peart DLO See ILS Es ES SEE 

在 有 防 议 林 的 草 田 农 作 制 中 施肥 ， 每 公 荐 可 收 春 讼 二 三 点 四 

公 担 ,不 施肥 的 二 一 点 四 公 捍 ; 假使 耕作 不 好 ， FE th WY BE 

从 点 三 公 担 。 

在 莉 林 草原 ， 防 访 林 在 抵抗 所 谓 屋 风暴 十 上 具有 极 大 的 

意义 。 那 儿 ,尤其 在 春季 , 轻 常 有 剧烈 的 风暴 ,如 雪 片 似 的 拒 士 

壤 搭 人 反 中 ,一 个 地 方 的 土壤 熏 种 子 被 硬 挫 到 另 一 个 地 方 , 又 

把 当地 的 作物 至 部 埋没 。 过 时 妈 野 不 能 淮 行 任何 工作 ;但 在 防 

广 林 区 ,风暴 就 缓和 得 多 ， 土壤 不 会 被 凤 和 飞 拓 出去， 田间 工作 

48, FY RESET 

Si BEAK FESR RL AK TE FE ULES 

FE ZB BAL Tes DSR SG AA Ms DS PEA BTR BI 

ie (A ZEA a A ABS DEAS MAEES . E 

A SE RFE ORB TE He Ie Ls EK ABT dea’ 

Bae BORE PIRPRALR REALE 

PD. FRADE Re LUG RHES, MERA, 也 

BORA E OAS SURES RBS 

斯 大 林 改 造 自 然 计 划 , 在 广大 的 土地 上 开展 着 。 在 集体 农 

itt BS as WA eI REAR LON, 

OOOBE HEI Ra EVER EE Se ill 5s Oss HEAR 

“Ee ti ERSTE FEBME Hit 5 FED FAS Ss By SA; = 

UHI. SORTER Epi mms Se; 建筑 四 四 \、 二 二 

八 蛋 池塘 及 营 水 池 ，, 以 恒 供 水 灌溉 。 

()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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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流 是 防 旱 与 改 造 自然 最 有 效 而 强 有 力 的 方法 ， 在 沙漠 
在 世界 最 热 的 地 方 ， 灌 浙 保 证 了 和 进行 农业 生产 及 人 钴 文化 存 
存 的 可 能 性 。 TEE AEE ERASE» IR RR AER 
亚 ), 人 类 开始 建立 了 国家 。 

请 看 马克 思 在 一 封 关 放 印度 的 信 中 写 到 江浙 的 意义 的 放 
Me, Ala SSE): “和 氛 候 与 土 坊 人 条 件 促 使 人 类 利用 渠道 及 其 他 水 利 
设备 的 灌溉 ,过 就 是 东方 农业 的 基础 ……”。 

大 类 文明 开始 二 、 三 千年 的 历史 ,与 灌 浙 有 不 可 分 荐 的 联 
鸡 。 在 亚洲 及 中 亚 许 国家 ， 灌 浙 对 农业 有 决定 性 的 意义 。 正 如 
亚洲 民间 俗 荐 所 谣 的 :“ 流 水 叉 处 无 土地 ?>。 

灌 波 使 照射 到 大 地 上 的 太阳 “能 ” 得 到 充分 的 利用 。 在 乾 
旱 区 ,土壤 温度 仅 够 早熟 作 帕 9 WBE PRBE EAS AER 5 Bij 

夏季 以 和 后 , 土壤 乾燥 到 只 剩 下 附着 水 。 在 过 些 地 区 加 以 灌 浙 ， 
”栽培 晚 收 作物 及 每 年 二 次 收割 便 有 了 可 能 。 

番 共 经 灌 浙 合 每 公 丰 产量 提高 到 一 、 作 思 二 公 担 以 上 ;在 
_ 灌 浙 下 ;可 以 种 植 体 并 作物 如 季子 、 着 麦 和 早熟 向 日 获 。 战 前 
数 年 内 在 阿 斯 特 拉 罕 、 克 里 米 亚 及 南 岛 克 兰 , BLA TUE, 
才 并 始 种 植 棉花 ,水 稻 在 灌 浙 下 每 公顷 产量 过 四 〇 公 担 以 上 。 

河源 对 冀 牧 有 农大 的 重要 性 ， 在 伏 泵 加 河流 域 南部 的 多 
年 生 收 草 , 在 洪 浙 下 每 年 可 收 制 四 灰 ,平均 产量 巡 每 公 贰 二 O 〇 
〇 公 担 ; EFDA FA AE ETC ULM, 过 就 是 
BL: ALR, PULAU, 灌 浙 区 成 篇 十 分 重要 的 性 音 收 
草 供给 地 。 

灌 浙 不 侍 保 位 了 丰收 ,六 使 乾 旱 区 气候 将 乱 温和 , 针 草 原 
及 沙漠 区 气候 起 了 极 有 俭 的 影响 ， 过 将 是 人 类 改造 大 自然 的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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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IR TE TS VERE KES, FM — JLo — eH 

tes DU SRE EB Sia 38 BRAY Be 3 “SS YT eo BE 

Fe SEA fa POR BEAR, YN AL AY + HE abe 

it JAM, ESET HB AAR, HT Bl AGE ae Re 

以 它 是 非常 需要 的 ”。 

在 斯 大 林 同 志 的 倡 愤 与 指示 下 ,我 国 广 闫 扰 际 的 森林 \ 草 

原 \ 草 地 和 沙漠 ,将 要 篇 华 枝 繁茂 的 防护 林 和 害 密 交 甸 的 深 道 

AG AREAS, HES LE i A RT 
FEE RS ES Aes BO BE, 3B 
Ee iy Pk ESE eg DH, ETT TE HSE 
A(RDAZE HE OLE OEE AREA, ZEB RE LH 
1 TR UR GE AGE EAE, BEE A EI 
sess BOSReBIRAE HORE | 

120 ¢: 



GG. 2160) | Py F13 

Af torr 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