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旱作农业的战略问题与指导

农业生产的辩证法

张 沁 文

(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旱作农业的战略问题
,

是农业发展总战略中的一部分
。

农业发展战略
,

有总体战略
; 有某一方面的战略

,

如农村经济 战 略
、

农 业 技术战

略 ; 有某一地区的战略
,

如山区发展战略
、

低产地区发展战略
。

战略间题是带全局性的问题
。

全国
、

一个省
、

一个地区可以是全局 ; 一 个经济部门

也可 以造全局
; 一个重大技术系列也可以是全局

。

但研究地区的
、

部门的
、

技术系列的

全局问题
,

不能代替总体的全局
,

不能概括出用于指导全局的方针策略
。

全国的综合的

辛局问题
,

才是全国的总体战略问题
; 一个省的综合的全局问题

,

才是一个省的总体战

略问题
。

不能把战略问题
,

都看作为综合的
、

全面的
、

整体性的 间题
。

重视旱作农业的战略作用

某种类型
、

某种模式的技术体系
,

包括一整套的技术措施
,

也是一种战略
。

我们石

2 9对年提出
,

北方干早地区要实行一种因地制宜
、

量力而行的技术战略—
一

“ 有机早作

农业战略
” ,

把早作农业提到战略地位上来
,

并且强调增施有机肥料
,

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
,

是实行这一战略的 中心环节
,

所以称之为
“
有机早作农业战略 ” 。

这样提
,

并不

否定灌概农业和增施化肥的重要性
,

而是为了纠正我们在农业生产指挥上长期 以来片面

强调灌溉农业而忽视早地农业
,

片面强调化肥而忽视养地的 倾向
,

在指导思想上尽可能

克服片面性
,

多一些辩证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
,

农业生产指挥上存在着严重的形而

上学的片面化
、

一刀 切
,

农村经济体制越大越好
,

经营管理越统越好
。

农业技术和生产

措施也搞一刀切
。

推广一个品种时
,

就说是革命的品种
,

其它品种就成了落后的
、

要不

得的
。

这种说左不右
、

说统不分
、

说大不小
、

说一不二的思想方法
,

在我们的同志中还

有不小的影响
。

我们必须从这种框框中跳出来
,

在研究科学技术的战略上
,

思想也要活

跃些
,

方法要多样些
,

策略要灵活些
。

建国以来
,

我们发展农业
,

在解决干旱问题
、

实现高产稳产的指导思想上
,

只是把
一

希澳寄托于农业 “ 电气化
、

机械化
、

水利化
、

化学化
” ,

只是把希望寄托于抓水灌概
、

建



立高产稳产 田
,

而忽视走旱地农业高产稳产的道路
,

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废
。

直到现在
,

仍有许多同志不相信搞好早作农业的重大战略作用
,

所 以我们应 当阐述
、

宣传它的意义
。

我们认为
,

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将是一个历史时期
,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

如同认

识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时期一样
。

不然
,

我们就会犯
“ 左 ,, 的

、

幼稚的错误
。

所以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

把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考察
,

应 当有不 同发展

阶段
、

不同对策的多种战略
。

在北方干早地区这个具体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

在刚刚开始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历史阶段上
,

把有
一

机旱作农业放到战略观 点 上 来 加以考

察
,

是很有必要的
。

我们的总战略目标是建立既有高度生产力和商 品 率
,

又 能改善环

境
、

持续高产的现代化农业
。 “ 电气化

、

机械化
、

水利化
、

化学化 ” 是农业技术改造的

长期战略
; 有机早作农业在整个农业发展 中处于辅助地位

,

但也必须放在战略地位上
,

这对加速北方地区现阶段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我们所提的有机旱作农业战略
,

就是以大量增施有机肥料
,

提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为中心环节
,

搞好水土保持
、

轮作绿肥和一系列抗旱耕作措施
,

来

增强抗御干早的能力
, 夺取高产稳产的农业发展战略

; 就是在水资源缺乏
,

难以发展水

利的地方
,

从经济实效出发
,

不强求搞昂贵的 灌溉农业的一种战略
。

有水用水
,

水路不通走旱路

干早
,

一直是妨碍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过去
,

我们一提抗旱
,

就只想

到抓水
,

搞水利工程
。

如果水源充足
,

多建一些水利工程
,

当然是最理想的
。

但实际情 况

是
,

北方地区水源缺乏
,

水利工程毕竟有 限
,

年年抗早
,

年年受早
。

抗旱浇水那个紧张的样

子
,

车拉
,

人担
,

盆盆罐罐都上
。

靠这种简单的
、

直观的抓水办法来对付干早
,

非常被动
,

效

果很不理想
。

我们提倡有机早作农业
,

就是要依靠改 良和培肥土壤
,

使土壤形成 良好的理

化性状
,

具有蓄水和调节水的功能
,

做到以土蓄水
。

千百万亩耕地本身具有了蓄水抗旱的

能力
,

在一般干早情况下
,

就不会形成灾害
。

假如确实抓好了这一条
,

过去我们千篇一律地

讲
“ 十年九早

” ,

就会变为
“ 十年九不旱

” 。

当然
,

还做不到
“ 一

卜年十不早
” 。

我们要老

实承认
,

遇到特大干旱
,

仍要受灾减产
。

千百年来在特大干早面前人们束手无策
,

靠有

机早作农业技术也是难以抗御的
。

但相对来说
,

改 良和培肥土壤
,

就能提高抗早能力
。

为什么改 良和培肥土壤能解决干早问题呢 ? 我们看造成干 旱的原因是什么
。

农业生

产中造成干旱的原因主要在土地和土壤的状况
,

包括两个方面
,

有外因
,

也有内因
。

外

因
,

指的是客观条件方 面的原因
,

主要是降水量少
,

而且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

以 山西省

为例
,

平均年降水量 5 35 毫米
,

大部分集 中在 7一 9 三个月
。

春季降水量只 占全年降水量

的 7一 8 %
。

在春季这个越冬作物返青生长和大秋作物播种的需水关键时期
,

很少
,

造成干早
。

内因指的是土地和土壤本身的原因
,

由于降水

土壤瘩薄 (痔薄土壤的熟化土层仅巧厘米上下 )
,

一是土地不平
,

水土流失
; 二是

态不稳
,

受外界温凉干湿变化的影响大
。

整好的土地
,

也要造成水土流失
。

针对这些原因
,

怎样解决干旱问题
,

贮存水分和养分的体积小
,

土壤水热动

天早就干
,

一下大雨地里存不住水
,

即使是平

外因能不能变 ? 要增加降水量
,

调节降水在一



年中的分配
.

在 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
。

内因是能够改变的
。

土地不
一

平
,

可以

平整
,

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
,

在沟壑修建台田坝地
,

在河滩或小平力}
,

耕地有大平小不平

的问题
,

也要尽可能平整
。

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
,

大量增施有机肥料
,

配合深耕深翻
,

加厚土壤的耕作层
,

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使瘩薄土壤定 向地改 良和培肥成为肥沃的 土

壤
。

在肥沃的土壤里
,

土体疏松多孔
,

结构良好
,

降水能大量地渗入土中
,

贮入探层 ,

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旺盛 ; 土性温和
,

春不冷浆
,

夏不燥热 ; 因此
,

土壤水热动态稳定
,

对外界温凉干湿的影响有比较显著的调节功能
。

土壤学家指出
,

这种土壤具有优 良的生

理机制
,

主要是有机— 无机— 微生物— 酶复合胶体具有的主动调节能力
。

这种土

壤
,

是一种有着生命活力的生态系统
,

能 大量地贮存水分和养分
,

能在不 良的气候条件

下
,

保持正常地供应农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
。

所以
,

在改 良和培肥土壤的同时
,

配

合伏耕
、

秋耕
、

耙耪保墒等一系列抗旱耕作措施
,

就能把 自然降水尽 可能多地蓄积在土

壤之中
,

既有利抗旱增产
,

也搞好 了水土保持
。

山西省壶关县晋庄大队和闻喜县东官庄大队和其它一些早地高产的经验证明
,

在千

早缺水
、

不具备水利条件的地方
,

只要年平均降水量接近 40 0毫米
,

采取有机早作农业技术

措施
,

通过改 良和培肥 二
L壤

,

不但能抗御干旱
,

而且还能高产稳产
,

粮食作物亩产能达到

乃() 。一 l
,

。00 斤
。

有的同志把旱作农业技术措施形象地称之为
“

干抗早
” ,

这确实是抗旱价

又
· .

卜
。

过去抗
一

旱只有搞水利一手
,

现在我们提倡两手
: “

有水用水
,

水路不通走 旱路
” 。

有水用水
,

就是说
,

我们提倡有机旱作农业
,

不能放松发展 灌 溉 农 业
。 _

三 1
·

多年

来
,

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

对保证现有农业产量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

今后仍然要允

分利用一 切水源
,

发展水利灌溉事业
,

特别要因地制宜发展山区小型 水 利
。

我 国人 「J

多
,

土地少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方向
。

农业生产是
一

个物质和能

量的 循环转化过程
,

同样遵循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

要想产 出 多
,

必 须投入

多
。

所 以创造高领产量
,

必须具有高水肥条件
。

有 了灌溉条件
,

才能相应地增施更多的

肥料
,

夺得更高的产量
。

但是
,

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不足
。

尤其是我们山西省
,

随着煤

炭能源和重化工基地建设的发展
,

工矿和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 日益增加
,

工农业用水矛

盾更尖锐化
。

过去
,

我们有些地方喊出这样的 口 号
: “ 抗旱抗到天低头

,

抗早抗到水和:

化 ” 。

看来
,

在水资源缺乏 的条件下
,

期望实现
“ 水利化 ” 是有困难的

。

据测算
,

山酉

的地面水约 1 17 亿立方米
,

每人平均 4 7 8立方米
,

相当于全国 每 人 平 均 2 , 7 00 立方米的

l 了
.

7 % ; 加上地下水
,

每人平均也超不过 7 00 立方米
。

加之山多川少
,

地形复杂
,

在短

时期内灌概面积只能发展到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0 % ; 有 70 % 的耕地是无法灌溉的
。

尤其

在山区
,

能够建成水浇地的面积更少
,

现在大约只有 10 %
。

所 以 ;
在 干 旱 缺 水的条件

下
,

承认这么一 个现实
,

并从这个现实出发
,

立足搞有机旱作农业
,

是可取 的 策 略 思

想
。

北京
、

天津的农业科学工作者
,

针对京津地区工业用水大大增加
,

农业用水不足的

情况
.

也提出要搞节水型农业和有机旱作农业
。

实现高产稳产有多种模式

我们要纠正一种偏见
,

水资源不 足
,

不能实现水利化
,

决不是听夭由命
。

早作农业



不是
“
靠天农业

” ,

早作农业决不和广种薄收划等号
。

没有水利灌溉条件
,

也能够高产

稳产
。

过去
,

我们一说建立高产田
,

就要搞保浇地
,

不问地区差别
,

千篇一律地提出要

求每人建成一亩保浇地
。

在水源不足
、

地形破碎
、

地高水低的情况下硬干
,

搞了些无效

工程
、

高价农 田
,

经济效益很差
。

没有根据主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承认
,

即使在经过艰

巨努力之后
,

仍有相当大 面积的农 田将长期无法灌溉
。

这些无灌溉农 田也必须走出一条

高产稳产之路
,

也能够走出一条高产稳产 之路
。

只是相对于水浇地而言
,

它是标准略低

的高产稳产模式
。

高产稳产田也应当有不同模式
、

不同标准
,

我 们 不 能 用一个模式
、

一个标准硬套
。

打个譬喻
,

把保浇地比作金饭碗
,

把旱地高产稳产 田比作银饭盆
,

我们

没有必要把银饭盆捏成金饭碗
,

那也是做不到的
。

银饭盆不错
,

金饭碗更好
,

这两个好

东西我们都要
。

过去
,

我们用两个极端化来看待 占耕地面积 70 %的早地
:

一方 面是想一口气把它建

成水浇地 ; 另一方面是在建不成水浇地的情况下
,

把它作为低产田
,

自己在思想上解除

武装
,

错误地认为建不成水浇地就没有别的高产道路可走
。

我们发展农业生产
,

在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上
,

要改变过去 一 个模式
、

一个标准
、

一种方法
、

一种战略
、

一手抓
、

一条腿单跳的做法
,

要提倡两种模式
、

两种标准
、

两种

方法
、

两种战略
、

两手抓
、

两条腿走路
。

这里说的两字
,

也可理解为复数的意思
,

即多

种模式
、

多种方法
、

多种战略
。

农村经济的经营单位和经营方式
,

不能搞一个模式
。

千

篇一律
、

清一色
,

不符合复杂的社会绎济和 自然生态条件
,

不符合地域分异规律
。

多样

化
、

多模式
,

才符合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
,

社员群众才能选择适宜的形式
,

各得其所
,

各展其能
。

农业增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措施
,

也不能搞一个模式
。

千篇一律
,

一刀 切
,

不

符合 自然条件和生产过程的特点
,

不符合农学和生物学规律
。

多样化
、

多模式
,

才符合

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
,

科学技术才能 因地制宜地应用于发展生产
。

能灌溉的
、

有高水肥

条件的是高产稳产田
; 不能灌溉的早地通过培肥土壤也是高产稳产田

,

只是标准略低一

些
。

优 良品种
,

在高水肥条件下培育
,

适宜高水肥条件
,

亩产 2
,

00 0 斤的是优 良品种
;

在旱地上培育
,

适宜旱作
,

亩产 8 00 斤的也是优良品种
,

它使旱地粮食产量从 2 00 斤提高

到 80 0 斤
,

在大面积上获得高产
,

也有重要的意义
,

也应得到科学研究的成果奖励
。

过

去我们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

当然 8 00 斤比不过 2 ,

00 0斤
。

所 以长期以来
,

育种工作都搞高

水肥品种
,

追求绝对高产指标
,

而很少有人研究耐早而相对高产的品种
。

这就是一个模

式
、

一个标准造成的缺陷
。

提倡
“
曲线抓水

”
的辩证方法

实行有机早作农业
,

首先要建好梯田
、

沟坝地
,

要平整各类土地
,

搞好农 田基本建

设
。

这是山区提高单产
,

改变广种薄收旧习
,

逐步 将轮垦轮荒的坡地退耕还林还草
,

发

展畜牧业的起点
;
是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的起点

; 也是扩大再

生产的必要手段
。

应当强调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注意配套
,

注重实效
。

过去
,

一说搞

农田基本建设
,

主要就是动土石方
,

搞工程设施
,

不认为建立护田林网
、

改善小气候条

件也是农 田基本建设 ; 尤其认识不到改 良和培肥土壤是一种更重要的农田基本建设
。

马



克思指出 , “ 在农业中
,

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
,

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

起作用的
。

而就工厂来说
,

土地只是作为地基
,

作为场地
,

作为操 作 的 基 地发生作用

… … ”
(《资本论》 第三卷第 8 79 一 3 80页

,

1 9 7 5年版 )
。

显然
,

土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作

为生产工具起作用
,

所 以进行连续的投资
,

定向培肥土壤
,

是最重要的农业基本建设任

务
。

假如说修梯田
、

筑坝地
、

平整土地
,

从形式上看是农田基本建设
; 那么

,

培肥土壤

则从本质上讲也是农田基本建设
,

是更有实效的
。

友寨大队培养海绵田的经验
,

对于北

方山区农田基本建设具有普遍的意义
。

问题在于
,

我们不要从形式上模仿
、

照搬
,

而要

抓住平整土地
、

培肥土壤这个实质
。

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布局的形式和施工方法
,

要 因地

制宜
,

但平整土地
、

培肥土壤是本质的
、

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

假如我们真正把土壤改 良和培肥好 了
,

就能使有限的降水量发挥最大的增产效益
。

过去
,

我们老是讲十年九旱
,

十处九旱
,

把低产的原因归于干早少雨
。

其实
,

我们对现

有的降水量并投有充分利用起来
。

据科学工作者研究分析
,

北方地区没有灌溉条件的旱

地
,

在每
一

亩土地 仁平均每 了毫米的降水量可生产 1 斤粮食
; 土质肥厚

、

旱作农业技术水

平高的
,

每亩地上每 1 毫米降水量可生产粮食 2 斤 ; 而土地贫痔
、

早作农业技术水平低

的
,

每 1 毫米降水量只生产粮食 0
.

2斤
。

由此看来
,

提高降水量利用率的手段不在 于 就

水沦水
,

从表面上看
,

恰恰不在
“ 水 ” 字上做文草

,

而在于改土
,

在于平整土地
,

培肥土

壤
,

采取伏耕
、

秋耕等一系列抗旱耕作技术
。

而所有这些措施
,

既是耕作栽培技术系列

必不可少的
,

也就是抓水的措施
,

寓 “ 抓水 ” 于农业耕作之中
。

假如说
,

这是 “
抓水

”

的措施
,

那么可以叫做
“
曲线抓水

” 。

在农业生产技术措施上
,

我们希望尽可能少一点就水论水
,

治虫捉虫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
,

而多一些类似曲线抓水
、

综合防治的辩证方法
。

农业生产是一个

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相结合的复杂的生产经济活动
,

为了抓水而平整土地
,

为

了抗早而培肥土壤
,

为了提高化肥增产效益而多施有机肥料
,

为了充分发挥氮肥的增产

作用而多施磷肥
,

所谓
“ 以磷增氮

” 、 “ 以磷促氮
”
等等

,

是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正常

的现象
,

是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证明为正确的做法
。

在旱作农业实践中
,

广大农民总结

的 “
伏雨春用

” 、 “ 春旱秋抗 ” 、 “ 以土蓄水
” 、 “ 以肥调水

”
等丰富经验

,

充分体现

了辩证论治的思想方法
。

他们通过抗早耕作措施
,

使夏秋的 降雨大部储存在土壤中
,

供

来年春季庄稼出苗生长所用
,

调整 了需要和供给时程的交叉
,

解决了农作物需水时期与

降水分布时期不一致的矛店
。

发挥旱农技术的综合效能

从降水量与产量相关性看
,

我们山西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
。

全省各地年平均降水量

都在 4 00 毫米以上
,

按中等水平每亩地上每 1毫米降水量生产 l斤粮食推算
,

早地平均亩

产可达 4 00 斤
,

全省约有 4
,

00 0万亩早地
,

现在平均亩产 2 00 斤
,

以每亩增产 2 00 斤
,

总计

可增产粮食 80 亿斤
。

看来
,

把发展农业的重点部分地转移到面积广
、

产量低
、

潜力大的

尤灌概条件的低产地块上来
,

把有机旱作农业提到战略地位上来
,

对促进北方地 区农业

的发展
,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

是有重要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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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倡有机早作农业
,

强调增施有机肥料来改良和培肥土壤
,

但决不忽视增施化

肥
。

农作物从土壤中吸收氮
、

磷
、

钾等营养元素
,

靠植物本身的功能
,

形成有机物质
。

不

论有机肥
、

无机肥
,

只要能提供作物吸收利用的营养元素
,

就增加 了能量输入
。

所 以多

施化肥
,

增加无机能量的投入
,

能起到以无机换有机的作用
。

目前
,

于早低产地区与高

产地区比较
,

相对而言
,

化肥施用水平还很低
,

应当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化肥的分配和

施用要讲求经济效果
。

高产地 区原来施用化肥较多
,

追加投入化肥增产粮食的边际效率

越来越低
,

有的甚至增产不增收
;
而低产地区原来化肥施用较少

,

初始增加化肥增产粮

食的 边际效益较高
,

经济效果显著
。

因此
,

将有限数量的化肥
,

适当调整投放布局
,

减

少高产地区的供应而增加干旱低产地区的供应
,

不另增加投资
,

就能获得良好的增产效

益和经济效果
。

当然
,

增施化肥只是增加 了农作物的营养
,

不能改 良土壤的理化性状
。

大量增施有

机肥料
,

才能既增加农作物的营养
,

又定 向改 良和培肥土攘
,

从而更好地发挥化肥的作

用
,

更好地发挥有限降水的作用
。

实施有机旱作农业技术
,

主要措施是建设基本农田
,
平整土地

,

大 量 增 施 有机肥

料
,

深耕深翻
,

采取抗旱耕作法
,

采用抗旱优 良品种等
,

都是我们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和

传统方法
,

再加上地膜覆盖等新技术
,

在 目前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是完全能做到的
。

只要

各级农业生产领导机构的指导思想明确
,

积极宣传推广这些技术知识
,

农民群众是会很

快掌握并收到效果的
。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农民群众生产上有了 自主权
,

他们渴望掌

握适用而确有实效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
。

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它怎样转化为生

产力呢 ? 这就是要使作为经营者
、

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千千万万的农民
,

把科学技术变成

他们的管理方法
、

操作技能和生产本领
。

科学技术要体现在经营者
、

生产者的管理效能

和生产技术之中
,

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

所 以
,

我们的责任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筛

选对当前发展生产紧迫需要的
、

适用的科学技术
,

传授给广大农民
,

搞好推广示范和技术

教育
。

同时
,

我们也要做好宏观农业经济和农业技术战略的研究
,

实现科学的决策
,

科

学的管理
,

按照客观规律指挥生产
。

过去
,

我们指导农业生产有好高鹭远
、

求胜心切的

情绪
,

指望搞个什么
“
翻身工程

” ,

找个什么
“
突破 口 ” ,

一举成功
,

登报扬名
。

其实
,

这

样树立的所谓典型
,

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

所有的先进典型都是长期坚持实干巧干取得

成功的
。

所 以说
,

要改变北方干旱地区的低产落后面貌
,
实行有机早作农业技术

,

必须抛弃

那种速成的打算
,

不能搞
“ 速决战 ” ; 需要有坚持不懈

、

埋头苦千的精神
,

要打
“
持久

战
” 。

实现旱农高产的技术
,

是平凡的措施
,

要认真地做
,

持久才能见效
; 是综合的措

施
,

要配合协调
,

发挥综合效益
。

假如要找突破 口的话
,

我认为
, “
改 良和培肥土壤

” ,

就是突破 口
。

然而
,

这个突破 口本身就要求我们坚毅
,
顽强

、

持久地去攻占
,

不是猛扑

一下所能奏效的
。

当然
,

辛苦不负有心人
,

历史的辩证法总会优待
、

报答那些尊重历史的

老实人
。

从一些先进典型走过的路子看来
,

假如真的扎扎实实抓紧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抓紧改 良和培肥土壤
,

坚持实行有机 旱作农业技术措施
,

大约有 6 一 7 年时间也就能初

步实现高产稳产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