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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物质生产最基本

的源泉。而耕地则是土地的精华，是农民获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不可替代的生

产资料。耕地资源的好与坏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及产量与品质，直接关系

到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高低。详细掌握耕地资源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对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指导农民科学施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

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肥料等资源浪费，防止土壤

退化和污染，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９７９年开始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到１９８４年完成了全省土壤普查的野

外调查，至今已经过了近３０年。土壤普查的丰硕成果，在农业区划、农业综合

开发、中低产田改良和科学施肥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研究、新型肥料的开发提供了科

学依据。近３０年来，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结

构、产量水平、有机肥和化肥使用总量与品种结构、农药使用等均发生了巨大

变化，我国的耕地资源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面临人口、资

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和加入 ＷＴＯ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我国的农产品已经从

供给不足发展到结构性自给有余，面临调整农业结构问题。由于对耕地资源底

数不清，盲目施肥、乱用农药、不讲科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耕地污染、农产品

污染等问题。

开展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一是为食物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为耕地资源质量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三是为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提供依据；四是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五是为指导农业科学施肥提供

依据。

此次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底，从资料

收集、确定评价单元、野外调查、室内化验分析到数据整理、文字成果的完成，

历时３年时间。本次滦县耕地地力评价，基本摸清了全县耕地地力及耕地质量

状况，探明了耕地质量变化规律、中低产田分布及土壤障碍因素现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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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对策和具体方法，并建立了县域耕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在完成地力评价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滦县国土资源局、滦县林业局、滦县

水务局、滦县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促进了地力评价工作的顺

利完成。在此谨表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资料和书籍，在此对这些资料的原作者致以诚

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改善和纠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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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１．地理位置　滦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东部，燕山南麓滦河西岸。地处东经

１１８°１６′～１１８°４９′，北纬３９°３５′～３９°５８′，由燕山山脉向南延伸的低山丘陵和滦
河冲积扇上段构成，全县北高南低，西北及东北为半山区、南部为平原的地貌。
东与卢龙、昌黎隔滦河相望，南和滦县相接，西邻丰润、古冶区，北靠迁安、
迁西两市县，总面积１０２８ｋｍ２。县城位于滦县东部，县城分新城、老城两部分，
距唐山市区５５ｋｍ处，距天津港１３６ｋｍ，距秦皇岛港８２ｋｍ，距京唐港７６ｋｍ，
距北京２６０ｋｍ。

２．历史沿革　滦县历史悠久，早在２０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已有人类在此生
息。唐虞时，为冀州幽州地，商为孤竹，周近山戎，秦汉属右北平郡，隋属卢
龙，唐设石城、马城二县地，辽天赞二年 （９２３年）设州，历经金、元、明、
清、中华民国诸代，１９３５年沦为日伪统治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与邻
县解放区分别组建过丰滦迁、迁滦卢和滦西、滦北等联合县。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９
日，县城解放，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６日，滦西县并入滦县。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５８年１１
月２１日，滦县划入唐山市，为滦州区。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３日，复建滦县。新中国
成立后，滦县属唐山专员公署所。１９８３年５月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滦
县改属唐山市领导，属唐山市十县五区之一。

３．行政区划　滦县现辖１２个镇２个办事处，分别为滦州镇、响堂镇、东
安各庄镇、雷庄镇、茨榆坨镇、榛子镇、杨柳庄镇、油榨镇、古马镇、小马庄
镇、九百户镇、王店子镇和滦河街道办事处、古城街道办事处。县政府驻滦州
镇。全县现有５０６个行政村，总人口５５．４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５．８万人。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一）自然气候

滦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的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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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受西伯利亚和蒙古冷空气的影响，盛行偏北风；夏季受海洋气团和太平洋高
压的影响，盛行偏南风。具有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闷热多雨、秋季昼暖夜寒、
冬季寒冷少雪的特点。全年平均气温１０．５℃。全年平均日照２６５１．４小时。常
年平均降水量６８０ｍｍ。

１．季风　滦县季风明显，四季不同。冬季以北风偏西为主；春季以西北风
为主间有北风；夏季以东南偏南风盛行；秋季则多偏北风。季风四季常发，尤
以春季为多。春夏季以西北风和西北偏西风为多，大风春季多发生于上午，容
易造成土壤水分流失，沙地表土被吹走，常常给生产带来危害。夏季大风往往
发生于下午，虽然夏秋季大风不多发，但往往伴随大雨而来，风力可达８级以
上，导致农作物倒伏。所以季风在带来降水的同时，也往往给农业生产带来不
利影响。

２．日照　滦县日照条件较好，能满足农作物的需求。全县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２６５１．４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６０％，≥０℃期间的日照时数为１９５２．１小时，占
全年日照的７３．６％，≥１０℃期间的日照时数为１５２１．５小时，占全年日照的

５７．４％，全年以５月份日照时数最多为２７９．４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６３％，１２月
份最少为１８６．０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６３％。

年均气温１０．５℃，≥１０℃的积温３９４８℃，年均降水量６８０ｍｍ，无霜期

１７５天。

３．气温　年平均气温１０．５℃，最冷月为１月份，月平均气温－６．５℃，最
热月在７月份，月平均气温为２５．３℃，气温的平均年较差为３１．９℃。极端最低
气温为－２３．１℃，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９．９℃，极端年较差为６３．０℃。气温稳定通
过０℃时间历年平均初日为３月６日，正值冬小麦返青阶段，其终止日为１１月

３０日，冬小麦接近停止生长。这期间总有效积温为４１７９．２～４３５３．５℃。气温稳
定通过１０℃、１５℃、２０℃的历年初日平均值为４月１１日、５月１日、６月４日。
从４月１０日到５月３日正值春播季节，而６月上旬正值玉米、高粱拔节，棉
花、花生开花，小麦灌浆成熟，水稻分蘖的时期，日平均气温２０℃左右，是较
适宜的。气温稳定通过２０℃的终日历年平均值是９月９日，此后便会使晚熟作
物灌浆受阻，从而减产。

４．地温和无霜期　滦县５㎝地温稳定通过０℃、５℃、１２℃、１４℃的历年平
均时间为３月３日、３月１６日、４月１５日、４月２３日。全年无霜期历年平均值
为１７５天。最长２０８天，最短１７１天。最早初霜日平均为１０月１２日，最早为９
月２９日，最晚为１０月２５日；终霜日平均为４月２０日，最早４月８日，最晚为

５月１４日。

５．降水　滦县自然降水比较丰富，年平均值为６８０ｍｍ。一般说足以满足农
作物对水分的需要，但由于降水分配不匀，多集中在７～８月间，所以干旱、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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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都经常发生。一般４～５月降水量不足，历年４月、５月平均降水量为

６９．１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９．７％，而蒸发量为６４９．７ｍｍ，占全年蒸发量的

３６．４％，不能满足春播需水，因此往往春旱。６～８月平均降水量为５４６．３ｍｍ，
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５．８％，为农作物生长发育提供了充足的水分。

６．灾害性天气　滦县灾害性天气比较多，主要有旱、涝、风、雹、低温、
霜冻等。旱灾一般三年一次，主要是春旱、卡脖旱和秋旱。涝灾一般平均４～５
年一次，主要是夏涝和秋涝。风灾一般是大风和干热风造成灾害，大风历年平
均值为４．７次，最多１３次，最少０次。大风以春季为多，由于风力在８级以
上，故危害极大，它可使土壤风蚀、墒情锐减、禾苗枯萎，夏季大风往往伴随
着大雨而来导致农作物倒伏。

滦县干热风一般出现在５月２２日至６月２０日，发生频率为５０％。持续时
间最长为５天，一旦发生，会导致小麦减产。

低温连阴雨天气在滦县春、夏、秋都有发生。春季一般在４～５月底，易造
成种子霉烂，影响出苗，滦县发生率３０％；夏季一般发生在６月中旬至７月上
旬，造成上场小麦发芽霉烂，滦县３年一遇；秋季一般发生在８月中旬至９月
底，影响大秋作物灌浆，导致减产，滦县４年一遇。

滦县冰雹年发生率为８７％，平均每年１．７次，最早出现在４月下旬，最晚
出现在１０月上旬，雹期长达１７３天，主要发生在５～６月。

滦县初霜冻平均出现日期为１０月１２日，最早在９月２９日，最晚１０月２５
日，终霜日平均为４月２０日，最早４月８日，最晚５月１４日。

总之，滦县自然条件较好，年有效积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主要条件能
满足农作物正常生长需要，只要依照自然规律、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就能创造
更高的生产水平。

（二）水文地质

滦县地处滦河、沙河、陡河流域，境内有９条较大河流。其中滦河、沙河、
管河为过境河流，横河、溯河、龙湾河、狗尿河、岳家河和小青龙河发源于境
内，滦河、沙河、管河、龙湾河属长年性河流。其余四条河属季节性河流，除
汛期宣泄洪水外，平时基流甚少。东界滦河在本县境内总长４０．２９ｋｍ，京山铁
路以北长２５．２ｋｍ，属山间河道，京山铁路以南长１５．０９ｋｍ，属平原河道。流域
面积５５ｋｍ２。１９６２年最大洪峰流量３．４万ｍ３／ｓ。基流也较为丰富，本县利用滦
河水灌溉较为困难。沙河在本县境内总长３５ｋｍ，流域面积１４８ｋｍ２。管河在本
县境内总长２５ｋｍ，流域面积７６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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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形地貌

滦县地势北高南低，沙河以西及白龙河、横河以东为山丘区，面积３９５．７５ｋｍ２，
其中山丘面积为２１９．４１ｋｍ２，占全县面积的２２％，主要山脉有罗家岭、青龙山、魏峰
山、风山、横山等。境内最高峰城山峰海拔高程５３５．７ｍ，一般山丘海拔高程

２００～３００ｍ。中部平原区面积６０３．２５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６０．４％，京山铁路以
北，地面高程在海拔５０ｍ以上，局部有山丘出露，地势较为平坦，京山铁路以南
地面高程一般在３０～５０ｍ，由于受风沙影响及河流切割，沙丘沟谷出现较多。

滦县地形以平原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东北部是丘陵山地，
中部、东南部地势平坦，西南部低洼。全县地貌类型可分为６种：

　１．低山丘陵　由燕山余脉延伸形成的，海拔高度为１００～５３５ｍ，相对高
度５０～４６０ｍ，切割较深、坡度较陡。主要分布在西北部榛杨地区四周和九百户
镇、油榨镇一带。总面积１４１ｋｍ２，占全县面积１３．７％。另外，在中部平原上
也散布有部分残丘，海拔高度在６９～２２５ｍ，主要分布在雷庄镇、东安各庄镇、
滦州镇、响堂镇境内，面积有１１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１．１％。主要山峰有华
山、大山怀、桃山、达麦屿、城山、首阳山、青龙山、岩山等，其中城山海拔

５３５．７ｍ，为县内最高峰。土壤发育为褐土性土，主要种植耐旱作物及果树。

２．倾斜岗坡　位于低山下部、平地上部，地面坡降在１８‰～２４‰，面积

１０３ｋｍ２，占１０％。排水通畅，易受干旱。土壤发育为淋溶褐土，主要种植耐旱
作物及果树。

３．滦河洪冲积平原　位于滦河冲积扇的中部，大致北高南低，海拔高度

３６～６５ｍ，地面坡降在１．０７‰，面积有６１３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６０％，范围包
括东安各庄镇、滦州镇、古马镇、小马庄镇、茨榆坨镇、响堂镇等中南部６个
镇的全部或大部，其中小马庄镇、茨榆坨镇的南部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成为
滦县西南洼地。土壤发育以沙质草甸褐土土属为主，是本县花生主产地。土壤
发育为潮土，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

４．滦河冲积平原　由滦河近代洪水泛滥冲击而成的，地势较平坦，略向南
倾斜，海拔高度１５～２０ｍ，地面坡降０．７５‰，分布在响堂镇王法宝以南以东、
古马镇新立庄以南，面积２５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５％。

５．山间盆地　位于西北环形山地倾斜岗坡下部，北高南低，地势平缓。海
拔３３～７２ｍ，地面坡降２．６‰，分布在榛子镇、杨柳庄镇、王店子镇等地。土
壤发育为壤质草甸褐土，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

６．河漫滩　共３３ｋｍ２，占３．３％，主要分布在沿近代滦河河道两侧，为汛
期洪水淹没地带。境内有大小河流９条，水域总面积５０ｋｍ２。滦河是境内最大
河流，境内全长４１ｋｍ，流域面积５５ｋｍ２，最大洪峰曾达３４０００ｍ３／ｓ。

·４·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四）成土母质

滦县成土母质主要有以下类型：

１．残积坡积物　为低山丘陵顶部和坡面的碎屑物质，组成物质与原来形成
它们的物质相似，形成的土壤多因岩石类型不同生产形状差异很大。本县主要
有石灰岩类、花岗岩类、石英岩类三种类型的残积坡积物。

２．洪积物　因间歇性暴雨将山地风化碎屑物质搬运到山谷出口处沉积下来
的堆积物，多含砾石，距山体近处多而大，远处少而小。土壤发育主要为砾质
淋溶褐土。

３．洪积冲积物　洪积扇下部与冲积物相连接部位的洪水堆积物，距洪积扇
顶部越远质地越细。土壤发育为草甸褐土。洪积冲积物来源不同，组成物质不
同，土壤肥力及适种作物有明显差异。本县分为两种类型：

（１）壤质洪积冲积物。主要分布在榛子镇、杨柳庄镇、王店子镇等地
区，组成物质为石灰岩风化碎屑，质地较黏，土壤发育为轻、中壤草甸
褐土。

（２）沙质洪积冲积物。主要分布在沙河以东地区，因滦河上游流经花岗
岩、片麻岩地带携带大量粗性物质沉积于此。土壤发育为沙质、沙壤质草甸
褐土。

４．冲积物　滦河泛滥冲积而成的物质。主要分布在响堂镇南部地区。冲
积物可细分为沙质冲积物、壤质冲积物。所处部位地下水位高，土壤发育为
潮土。

５．风积物　河流冲积而来风力再次搬运的物质。主要分布在小马庄镇、茨
榆坨镇一带。颗粒粗细均一。土壤发育为褐土性土，向具有肥力方向转化。

（五）土地利用

２０１１年底，全县土地总面积１０２７．２１ｋｍ２，折１５４０８１５亩。其中耕地面积

８４９２３２．０５亩，占县域总面积的５５．１％，其中粮食占用耕地面积５３４４９２亩，蔬
菜占地面积７３５６８亩；其他农用地２２３１９２亩；未利用土地１７９８０．０５亩。全县
果园９３６２８亩；年末实有林地面积３２８６３０亩。

土壤类型分布：滦县的土壤有五大类：褐土、潮土、沼泽土、水稻土、风
沙土。

１．褐土　褐土是本县面积最大的一个土壤类型，面积１２０３４５９亩，占总土地
面积的９４．７％。根据土壤属性分为褐土性土、淋溶褐土、草甸褐土、石灰性褐
土四个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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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滦县２０１１年末耕地面积一览表

单　　位 ２０１１年末耕地总资源 （ｋｍ２） ２０１１年末耕地总资源 （亩）
滦州镇 ４５０３．２７　 ６７５４９．０５
响堂镇 ２５６２．９０　 ３８４４３．５

东安各庄镇 ８０４２．０８　 １２０６３１．２
雷庄镇 ５５７２．５６　 ８３５８８．４
茨榆坨镇 ４６９３．７０　 ７０４０５．５
榛子镇 ５３３２．７９　 ７９９９１．８５
杨柳庄镇 １９２８．５８　 ２８９２８．７
油榨镇 ４２８８．４９　 ６４３２７．３５
古马镇 ５１５８．５３　 ７７３７７．９５
小马庄镇 ６６３０．５７　 ９９４５８．５５
九百户镇 ３１６６．５９　 ４７４９８．８５
王店子镇 ３０００．８１　 ４５０１２．１５
古城办 １３７９．３０　 ２０６８９．５

滦河街道办事处 ３５５．３０　 ５３２９．５
全县合计 ５６６１５．４７　 ８４９２３２．０５

　　 （１）褐土性土。褐土性土有山地褐土性土和沙丘褐土性土之别，山地褐土
性土由残坡积母质发育而来，植被稀疏，土层薄，厚度一般不足３０ｃｍ；沙丘褐
土性土为风积沙发育而来，为褐土的初期发育阶段。

本县褐土性土面积１１１１１９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８．７４％，均为非耕作土壤，
按成土母质类型有花岗岩类，石英岩类，石灰岩类和风积沙土四个土属。

（２）淋溶褐土的性态特征。淋溶褐土分布于低山丘陵褐土性土下部，淋溶
作用较强，土层较薄，土地生产力较低。

本县淋溶褐土面积２２０３１９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７．３４％。共有６个土属：
花岗岩类淋溶褐土，面积１９３７９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５３％；石灰岩类淋溶褐
土，面积４４６９６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３．５２％；石英岩类淋溶褐土，面积２３７９２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８７％；砾质淋溶褐土，面积９８０１１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７．７１％；沙质淋溶褐土，面积８３４０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６６％；壤质淋溶褐
土，面积２６１０１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２．０５％。

（３）石灰性褐土的性态特征。指１ｍ土体内具有明显石灰反应的一类土壤。
主要分布在杨柳庄、泡石淀地区，有机质含量较低，面积６５６７亩，占总土地面
积的０．５２％。

（４）草甸褐土的性态特征。草甸褐土是本县褐土类中面积最大，也是全县
面积最大的一个亚类，面积８６５４５４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６８．１％，主要分布在
西北低山丘陵环绕的榛杨盆地及滦河洪冲积平原，主要成土母质为石灰岩风化
的壤质洪冲击物及滦河沙质洪冲积物。由于地势相对较低，地下水位５～１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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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质草甸褐土是本县主要产粮区，沙质草甸褐土为花生主要产区。
根据质地及成土过程的不同，草甸褐土分为沙质草甸褐土，壤质草甸褐土

和脱沼泽型草甸褐土三个土属。分述如下：
沙质草甸褐土：发育在滦河沙质洪冲击母质上的草甸褐土，面积６８９８８０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４４％。

①壤质草甸褐土：壤质草甸褐土土属为壤质洪积母质发育而来的土壤，面
积１６６７２３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３．１２％，共分三个土种：轻壤质草甸褐土，分
布榛子镇、九百户、油榨等镇；底砂轻壤质草甸褐土，分布于九百户、油榨等
镇河湾地，面积２０６０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１６％；中壤质草甸褐土，分布在
榛杨盆地，面积９７９００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７．７１％。

②脱沼泽型草甸褐土：分布于王店子镇，面积８８５１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７０％。

２．潮土的性态特征　本县潮土主要发育在滦河冲积物上，部分由滦河洪冲
积平原的河流洼地发育而来。主要分布在李兴庄片中南部，面积５００９４亩，占
总土地面积的３．９４％，可分为三个亚类：潮土，褐化潮土，湿潮土。

３．沼泽土的性态特征　本县沼泽土主要分布在老龙湾一带近水之处。面积

７４６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０６％。沼泽土是在长期或季节性积水以及生长湿生
植被条件下发育而成的土壤。本县沼泽土为草甸沼泽土亚类，仅一个土属一个
土种，即黏质草甸沼泽土。

４．水稻土的性态特征　是在人为长期水耕熟化作用下发育而成的土壤，面
积７８８７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６２％。本县水稻土仅有淹育型水稻土亚类，根
据质地分为两个土属：沙质淹育型水稻土和壤质淹育型水稻土。

（１）沙质淹育型水稻土土属。主要分布在横河中下游，面积６５１４亩，占总
土地面积的０．５１％。

（２）壤质淹育型水稻土土属。面积１３７３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１１％，主
要分布在横河下游、王店子镇大高庄村、响堂镇姜庄村。

５．风沙土的性态特征　风沙土为滦河近代及古代水流冲积而来，风积而
成。主要分布在滦河河漫滩部位，面积８６９７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０．６８％，分
两个土种：流动风沙土和半固定风沙土。

第二节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一、农业总产值

１．国民经济总产值　２０１１年，滦县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３１７．４亿元，其
中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３２．７亿元；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１９０．１亿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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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区生产总值９４．６亿元。人均ＧＤＰ５７４１５元。全部财政收入２３０００３万元，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９２４１３万元，一般预算支出１９１８８３万元。

２．农业经济
（１）农林牧渔业产值。滦县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坚实，是传统的农业

大县，盛产小麦、玉米、花生、牛奶等。２０１１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５３９３０３万
元，其中，农业总产值２３３２７６万元，林业总产值７３８１万元，牧业总产值

２８７５７１万元，渔业总产值３６２９万元。２０１１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１０６７２６９亩，
主要分为粮食作物６８２０８３亩；油料作物２１８４１２亩；瓜菜作物１６１９９４亩，总产

７７４５４１吨。冬小麦、玉米为滦县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为１４４８５９亩、

４７７４７９亩；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播种面积为２１８４１２亩；蔬菜及瓜类种植

１６１９９４亩。２０１１年全县粮食总产量３０８０２１吨，油料总产量５４２２１吨，瓜菜总
产量７７４５４１吨，年末生猪存栏２５８０４２头，出栏３６９０００头，水产品生产总量为

３４６７吨。截止到２０１１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８９．４万ｋＷ。
（２）农业投入品。２０１１年，全县施用化学肥料 （按实物量计算）１４．８５万

吨，其中氮肥施用７．７万吨；磷肥用量１．４６万吨；钾肥用量１．９９万吨，复合
肥３．６８万吨。折合纯量为：氮２．０１万吨、五氧化二磷０．３１万吨、氧化钾０．９４
万吨，复合肥，１．１９万吨。农药使用量５１７吨，农用薄膜使用量８４２吨。

３．农业从业人员　２０１１年，全县总人口５５３８１７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９６９７５人，占人口总数的１７．５％，农业人口４５７８４２人，占人口总数的８２．５％，
农村劳动力资源３０６８４１人。

二、农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１１年，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９０４８元，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８１５４元。

第三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历史

（一）农业发展概况

滦县主要以农业为主，兼有渔业和工副业生产。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四季分
明的气候，具有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全县农业土壤以褐土为主，面
积１２０３４５９亩，占总土地面积的９４．７％，适合多种作物生长。农业种植主要有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西 （甜）瓜三大类。粮食作物主要是冬小麦、玉
米；经济作物主要有花生、大豆等；蔬菜西 （甜）瓜主要有大白菜、黄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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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柿、萝卜、西瓜、甜瓜等。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生产力落后，技术水平低下，
抗灾能力弱，耕作管理粗放，农业产量低而不稳；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得到
解放，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方针的指引下，兴修农田水利，实行科学种
田，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
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全县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阶段

１．低而不稳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６３年，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广种薄收、经营粗
放、靠天吃饭，生产力水平低下，全县粮食平均单产１３０．５ｋｇ／亩，花生平均单
产５９．４ｋｇ／亩。

２．缓慢发展阶段　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由于投入少、基础设施薄弱、水利工程
不配套、科学种田水平低等原因，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至１９７８年，全县粮食平
均单产１５７ｋｇ／亩，花生平均单产１２１．１ｋｇ／亩。

３．迅速发展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
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科学技术大面积推
广普及，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全县农村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１９９４年全县粮食平均单产达３０２．６ｋｇ／亩，花生平均单产达到

１５９ｋｇ／亩。

４．稳步发展阶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在贯彻落实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的基础上，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广泛普及科学种田知
识，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和实用增产技术，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实
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粮棉油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县粮食
平均单产达３４５ｋｇ／亩，花生平均单产达到２０６ｋｇ／亩。１９９６年，被定为全国油
料生产基地县，２００５年被确定为河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

５．协调发展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
农业农村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１９９８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稳定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３０年不变的政策；２００５年，彻
底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农业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对农业生产落
实粮食直补、粮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一系列补
贴政策；测土配方施肥、沃土工程、菜篮子工程、农业科技入户、农村户用沼
气、农业综合开发等一系列农业项目的实施，为滦县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广大农民的种粮食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技术迅速普及，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
提高，农业产量、效益大幅度提高，农业走上了生产、生态、生活协调发展的
轨道。全粮食平均单产达到４５２ｋｇ／亩，花生平均单产达到２４８ｋ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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