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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壤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幂可少韵条静·我国古蘑

《说文解字》中对土壤的解说为搿土者，吐也，吐生万物一。《管子炳藏“有土斯有财"。

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的话给土地以至高的地位，口劳动是财富之

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土地是人类谋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没有

土地，人类就无法生存。因此，查清土壤资源(土壤——土地的主要部分)，合理地和

用和保护土壤资源，是关系到祖国四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县自1960年第一次土壤普查以来，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

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土壤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有必要秉着发展生产、发展科学和培

养人材的精神，进一步查清土壤资源，为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进行农、林、牧合理布

局，及制定农业区划提供依据，进一步调查研究不同地方高产稳产农田的土壤条件，提

出不同土壤上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土壤条件，以及不同土壤上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主攻

方向和关键措施’进一步测定土壤主要理化性质，总结群众用地养地经验，提出因土种

植、因土施肥、合理耕作的意见，以及查清低产土壤的面积、分布和障碍因素，拟定改

良培肥措施。因此，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国务院1978年111号文件精神，遵照省、地委对

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统一布署，于1982年2月，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缀

一布置农业区划和土壤普查工作。土壤普查工作由付县长谢颓培同志专抓，并组织一支

以科技人员为主，由县、区、社各级领导和公社专业人员相结合的共214人的土壤普查

专业队伍，由县区划办付主任刘益华同志负责技术指导，县农业局舒源同志和县林业局

杨春光同志负责组织实施，采取以耕作土壤为重点对象，农、林土壤分别普查，以公社为单

位组织野外详测，分大队详测制图，向公社提供全套成果资料和图件，重点保证县级成果

的全面汇总的做法。从1982年3月开始，到198；年12月，前后经过21个月的时间，通过

野外详测，座谈访问，评土比土，常规化验，资料整理，绘制图幅，撰写报告等程序，

总共普查土壤面积是4587560亩，其中水稻田461293亩，旱土229890亩，山地3896375亩。

野外挖土壤剖面16395个，其中稻田10464个，旱土4079个，山地1849个，平均每44亩水

田，或56。4亩早土，或2107亩山地有1个土壤剖面。取地块样品16073个，农化样696个’

分层样507个。样品全部进行了常规化验，共分析样品17666个，计79668项次。撰写社、

大队二级土壤普查报告702份，专题报告48份，绘制各种图幅1745张，给全县652个大队

发了土壤普查通知单，共14543份。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土壤的基层类型和现状，为县综合农业区翘

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资料，给今后的土壤肥料工作培训了一批人材，为当地当前与土肥有

关的一些重点生产问题，提出了一些合理利用和改土培肥的有力措施。



我们这次土壤普查，得到了怀化地区有关业务部门，及地区土壤普查顾问组的申集

勋、赖和旺、沈洪华、廖国全、龙金娥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工作协助，使我县土壤普查

工作顺利进展，基本上达到了省《规程》的要求，在此表示感谢。

土壤普查是一项科学性、生产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

不足，水平不高，加上自然条件复杂，在普查中发生一些不同程度的差误和差错，实在

是在所难免，望广大农村干部、科技人员、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给以纠正和指导，使我

们在今后的成果应用和土壤肥料工作中认真地加以改正，并且努力做出无愧于哺育我们

的母亲——土地的业绩来，使我们这一代遗留给子孙的土壤更加富饶，为社会主义生产

更多的财富。

一九]k-Z．年十--．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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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全县概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

溆浦县位于湖南省的西部，沅水中游，介于北纬27919x至28020、，东径110。15、至

110。50、闻。南起东乌峰，与洞口、黔阳交界，I匕至蕨菜坡，和沅陵、安化相连，

东到金鸡界，同新化、隆回接壤，西止新田岑，与辰溪、怀化毗邻。南北长约110公里，

东西宽72公里。八三年区划测算总面积为3440．04平方公里，折合成5160060亩，占全省

总面积的1．5％左右，其中耕地面积691184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3．4％，(水田461293亩，

早土229890亩)，林地2252606。5亩，占全县总面积的43．65％，草地1643768。5亩，占

总面积的31．86％，住宅、工矿占地131886亩，占总面积的2．55％，交通占地61354亩，

占总面积的1．19％，水域占地145556．87亩，占总面积的2．82％，难用地88918．74亩，

占总面积的1．72％。土地构成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我县处于雪峰山主峰的北向伸延地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凉风界海拔

1614米，西部沅水出境地海拔118米，高低差1496米。县境四周山峦重迭，海拔

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海拔1000--1500米的山峰有262座，海拔800—1000米的山峰

有182座。南部凉风界山脉，呈东西走向，岑脊海拔500一1614米，西南部罗子山山脉呈

西北斜列，主峰海拔1300米，西北部雷峰山脉，自西北向东南深入，岑脊海拔93l米，

北部圣人山脉，横贯东西，主峰海拔1353米，东部紫荆山脉，南北纵向排硎，岑脊海

拔800—130l米，中部地区，海拔在150—200米左右，丘岗起伏，盆地珠串。沅水自西部穿

过，全长为21．6公里。境内东有四都河，南有一都河与二都河，北有三都河，三支河流

自三面高山区切割而出，流向中部，汇集于县城东郊为溆水，溆水流经城南向西约37公

里，注入沅水。东部吐l区有岗东河和石牛河，并予两江公社附近汇合成两江河，流经善溪

江、取道安化县的渠江，注入资水。全县有一级支流34条，二级支流79条，三级支流73

条，四级支流17条，蜿蜒全境，河流总长2166公里，水面面积106．7平方公里。所以，全县总

的地形地貌特点是：以山地地貌为主，类型复杂多样，山、丘、岗、平俱全，山地占75：2％，

丘陵占li％，岗地占5．6％，平原占5．1％，水面占3．1％，地形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四

周山峰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凹陷低平，山脉由高到低呈环形向县城中心递变，水系呈放射

状向中部汇集，小坪地象串珠状分布在沿河两岸，整个地形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山间盆地。

我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在地域上介于雪峰山北端安化多雨、低温中心与湘

西高温干早少雨的麻阳盆地之间，是得天独厚的中间地带，从而，使我县气候不但具有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的共同特征，更具有光、热并丰，雨水充足，光、热、水基本同季，

有效性好，时空变化大，各季分布不匀，小气候多样，垂直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的地



方特点。据县气象站记载，我县年平均气温为16．9℃，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1．8—5．1℃，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3．8—28．5℃。3一儿月共8个月的生长季节当

中，月平均气温都在10℃以上，极端最高气温是40．5 00，极端最低气温是～12．6℃，从

日平均大于或等于10℃到目平均大于或等于20℃的时间有190天，即在3月24日左右至

9月29日左右，日平均大于或等于0℃的积温有6189．1℃，日平均大于或等于10℃的积

温有5320．7℃。无霜期平均为284天。年降水量为1300--1700毫米，其中4—10月的生

长季节中，降水量为955．4—1369．3毫米，年降水日数平均为156天。降水季节分配不均，有

明显干湿季节，表现冬干夏湿，春夏两季占70％，且春多于夏，3月份雨水开始增多，

4—6月占全年降水量的46％。5月份降水最多，占年降水量的19％，7月上、中旬雨

季结束，7—9月属旱季，降水量只占年降水量的2l％。冬季12—2月降水最少，占年降

水量的12％。在县境范围内，气温是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北高于南，西高于东，中部

高于四周}降水量是东南多，西部少，山区多，平丘少。全年日照时数为1545．8小时，

其中日平均气温在10℃以上时间的日照时数为1223．4小时，占全年日照数的79％，年太

阳辐射总量为】04千卡／平方厘米，但是，由于季风气候的大陆性和多变性，我县气候又

表现年较差大的特点，冷热分明，光热水的年内和年际变化大，常出现春秋低温冷害，

春夏暴雨山洪，夏秋干旱高温，冬季冰冻，局部地方有风、雹等自然灾害，其中尤以低

温冷害和夏秋干旱较为突出。

第二节 农业经济概况

我县于1949年9月19日解放，同年lO月27目成立县人民政府。1950年3月建立8个

区，1个镇。1952年划为14个区，5个镇，227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成立44个大乡，

2个镇。1958年成立14个人民公社。1961年划为46个农村公社，4个镇公社。1963年

到】-982年底，全县辖46个农村公社，3个镇公社，652个大队，6387个生产队，还有县属

国营良种场、园艺场、农林科学研究所及5个国营林场。1982年底，全县有162300户，

其中农业户151625户，总人口734779人，其中农业人口680883人，总劳力293914个，其

中农业劳力255344个。人平占有耕地0．93亩，其中人平占有水田0．68亩，人平占有山地

5．3亩，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到八十年代初，我县农林业生产的布局大体是：东南和南部，水稻为一年一熟，以

稻、油或稻、麦和稻、肥为主，少部分稻、冬泡，旱土中以红薯、玉米、马铃薯及油

莱、小麦的比重较大，林业则以杉、松、楠竹、油榻、油茶、板栗、杜仲、生漆、雪花

皮，以及茶叶、药材、李、猕猴桃、杨梅等较多。西部和西北部，水稻为一年一熟和两熟

各占一半左右，以稻稻肥、稻稻油或麦三熟与稻油、稻麦两熟为主，极少数冬泡，旱土

以红薯最多，其次是油菜、小麦和烟、椒等经作，林业以松、杉、油茶、板栗、柑桔、

枣等较多。中部地区，水稻以一年两熟为主，即稻稻肥、稻稻油或麦较多，旱土以棉

花、甘蔗、豆类、蔬菜及油菜、大小麦较多，林业以松、栎、苦楝、刺槐和柑桔、梨、

桃、枣、葡萄等果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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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业生产依据自然条件而呈垂直分布；农业方面海拔在270米以下为双季稻主要

产区，海拔在270米至350米为双季、单季稻混栽区，海拔在350米以上，直至1465米，

均为单季稻及红薯、玉米等旱粮主产区。林业方面在海拔300米左右为柑桔、桃、梨、

枣等果木林，在海拔500米以下为油茶、油桐等经济林及马尾松、栎等薪炭林，海拔500

至800米为薪炭林、水土保持林和用材林混合区，海拔800至1000米为用材林和楠竹地

区，在1000米以上为高山树种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解放以来，我县农业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农业的各项政策深入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林牧付渔更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一、农业；解放后粮食生产每年递增3．1％，其中1950--1958年，粮食每年递增5．3％，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县粮食减产4127万斤，1962--1966年，粮食生产又以

每年递增2．5％的速度发展，1967--1976年的动乱时期，农业生产受到干扰，增产速度

下降，每年只有2．1％的递增率，赶不上人i=I增长的需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一

t978年，生产得到恢复，两年中，粮食每年递增2．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

1979年～1982年的四年时问，粮食每年递增5．85％。1982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5，3785

万斤。比1950年的20800万斤增加1．59倍。油菜籽总产217．307担，比1950年的2．8万担

增加6．76倍。棉花总产15，270担，比1950年的0．6万担增加1．55倍。茶叶总产14，551担，

比1950年的0．12万担增加11．13倍。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生产粮食是790斤，油菜籽

是31，92斤，棉花是2．2斤，分别比1950年增=cJ[1232斤、23．94斤和0．8斤。

二、林业：解放后年平均育苗518亩，营造新林总面积136．74万亩，保存面积67．328

万亩，保存率为50％，封山育林年平均15．4万亩，迹地更新面积15．88万亩，改变了以

天然林为主的林业资源结构。人工用材林面积达67．3万亩，占现有用材林面积的50％。

全县还建立了用材林基地32个，其中商品材基地22个，油茶基地9个，经营用材林地

132万余亩，油茶林地19万余亩。建立国营林场(包括苗圃和林科所)7个，经营山林

总面积14．6万余亩，经营林地10．8万余亩，建立社办林场47r个，队办林场161个，经营

总面积达32万余亩，其中林地24万余亩。三十多年来，全县上交国家木材，133万立方

米，楠竹70万根，松]{ffl069．5担，茶浊79．524万担，桐油13．843万担，以及其他大量林付

产品，支援了国家建设。

三、牧业：牲猪发展比较快，解放初期，每户基本上是一头猪。1957年牲猪饲养量

突破20万头，每户达到2头，三年困难时期，牲猪急剧减少，1964年恢复到25万余头，

户平2头，1976年达到42万余头，户平达3头，1982年，牲猪饲养量达54．73万头，户

平3．4头，比1950年增加5倍，年内存栏32．50万头，比1950年增加4倍，农业人平生产

猪肉50斤。其他畜禽、水产都有所增加。

随着农林牧生产的发展，农业经济得到了改善。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

18778．1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2．14％，农业人平达276元。农业人平总收入255元。

农业入平纯收2,．203元，社员人平口粮621斤。全县不仪绝大部分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且出现了一批先富裕起来的农户。农业正在由小而全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据不完全



统计，1982年底全县农村的专业户已发展到14312户，占总户数的9．5％，还有2707户社

员利用资金、劳力和技术优势，自愿组成708个新的经济联合体。这些专业户和联合体

人平收入千元以上的有858户，粮食总产万斤以上的有5540户，人平贡献国家粮食千斤

以上的有152户。他们的特点是：收入水平高，专业优势强，经济效益高，商品生产多。

专业户和联合体的涌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新事物，展现了改

变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实现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的总趋势。

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县农业生产也还存在几个主要问题；

一、农林牧生产结构不尽合理

一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经营比较突出：全县耕地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12．3％，

广大山丘地区资源丰富，适宜林、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群众也有发展这些方面生产

的传统经验，但长期得不到很好发展，例如柑桔，是我县传统名产，但自1977年大冰冻

受灾后，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产量连续六年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这里主要是缺乏

农业生态经济平衡的观点，违背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到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

值中，种植业仍占56．8％，林业占6．8％，牧业占15．6％，渔业很少，只占0．5％，付业

占20．2％，农业生产的投资、投劳，基本上仍集中在种植业上。

在种植业中，作物结构也比较单一，历来是“粮食挂帅，稻谷为主”的生产状态。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年作物总播种面积的70％以上，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很小，不

到10％；粮食作物中水稻播种面积又占70％以上，形成“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稻谷与

旱粮”的比例失调，造成生产单一化，经济呆板，收入不高。

二是林业生产内部比例失调：全县333万余亩林胃地中，有林地只占68％，还有三

分之一的地方没有得羽利用。在全县228万亩有林地中，用材林约占66％，其他薪炭林、

水源林、防护林少。在用材林中，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有10个公社，占62％，全县其他

大部分地方分布很少。嗣材林的林种又以松、杉针叶为主，现有面积ld2万亩，占用材

林面积的97．8％，阔叶林不断遭到破坏，面积下降到25万来亩，只占2．2％。这里主要

原因是在营林生产上存在一刀切的倾向，只注意中山、荒山、忽视低山、平丘，只注意

人工造林，忽视残林改造与营林管理；只强调用材林，忽视薪炭林、水源林、防护林，以

致形成残林多，光头山多，幼林多， “小老头"多，病虫害多，山地土壤肥力下降，全

县十余万亩山地成林不成材，新造幼林保存率仅50％。

三是速效畜禽数量少：我县牧业以猪为主，一般是一年出栏，长的要一年多或两年

出栏，生产周期长，而适合户养的鸡、鸭、鹅、免、鱼和山羊等速效畜禽很少，特别是

我县有很多优良的地方畜禽种质资源。如龙潭猪、溆浦鹅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

用，影响农村经济收入。

二、农业生产水平低

种植业中，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除油菜和中稻外)，单产均低于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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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觅表>。粮食作物历年播种萄积的单位产量：

]979年溆浦县主要作物单产水平表
＼种

磁＼类 粮食 稻谷l早稻 中稻i晚稻i棉花 油菜 甘蔗

区＼
1，

溆浦 46l 589 616 700 {452 50 140 5584

．_

湖南省 518 592 656 656 516 78 100 6203

1953tlz是313j彳-，与全省播面单产313斤相平，1976年全省稳定突破400斤后，我县仍

徘徊在300斤的水平上，1979年我县达到461斤，而全省亩平已达518斤，1982年我县上升到

559斤，全省水平已到600厅。按农业人口计算，1957年我县人平产粮72,9厅．略高于全

省的716斤的水平，可是以后我们一直低于自己1957年的水平，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恢

复，1982年最高达到人平产粮790斤，但全省人平产粮在1978年就突皱900斤，1979年

达961斤，1982年过千斤。

林业中，用材林生长量全年只有II．4万立方米，1氐2：197a年至1982年的平均消耗量

14．3万立方米。全县62万亩油茶林，占经济林面积的86．4％，产量低而不稳，亩产茶油只

有3—4厅左右。

畜牧业中，1982年牲猪饲养量每亩耕地只有0．8头，耕牛每百亩耕地只有8．1头，家

禽数量更不多。

三、自然资源剩用不当

种植监孛不分山区乎原，～崃的采取一季改两季，两季攻三季的掠夸性措施，全县

双季稻面积曾发展到z9万余亩，占稻田面私l的63％，连海拔在500米以上的中低山区，

双季稻也种到三分之一左右，结果七八月丰富的光热资源丢掉了，三月和九月的寒冷季

节却在硬闺，不是早稻烂秧，就是晚稻不出德，两季不如一季，而平丘地区，光热资源

丰富，两季高于一季，但近期来，有的地方改种了一季中稻，白白地丢失了大好资源。

林业上采育失调，全县年木材生长量只11．4万立方米，丽每年国家任务，民用’指标

就达工2万立方米，搬之烧柒、烧炭及计鲻外船工等消耗，采伐譬大大超过生长量。捃株

调资料，1956年至1982年的活立木蓄积量，由786．59万立方米减少到315．95万立方米，

减少148．§％，即25年减少470万立方米，刊下的蓄积量又只有38．9％的成熟林，全县已

进入森林资源青黄不接阶段。 一

牧业上的耕牛、自鹅不能大发展的重要原因是草场受努l破坏。平丘地区山坡草场在

人为砍伐、烧柴、铲草皮及过度放牧情况下，天然植被沿着常绿阔叶林一马尾松林一灌丛

疏秫一高草草丛一矮草草丛一半裸露与裸露地的逆向‘演变j沿河两岸草场由子改河造

田、铲草皮及过度放牧逐渐消失。现在耕牛只能单独放牧，自鹅只能斟着养，牧草映，

成本高，影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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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县土壤工作情况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改良土壤，平整土地，增施肥料，兴修水利，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我县旱涝保收的稳产离产农田露积不断增加，科学种舀水平不断

提高，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矿

．-’LL l 1．．^f

一、改艮土壤

解放初期，我县约49万亩稻田，只有5万亩绿肥，4万亩油菜，5万来亩大小麦和

3万多亩其他作物，有近30万亩稻田冬闲，绝大部分浸冬，泥深水冷，土壤潜育，其中

冷浸田、滂泥田、矿毒田等有16万来亩。1959年全县开展了深耕改土的群众运动，通过

采取改革农具，加深耕层，增施肥料，培肥土壤的措施，改造了一部分浅、瘦、低产的

土壤。六十年代开始，全县普遍地推广改造冬泡田，增施磷肥，种植绿肥的改土措施，

使冬泡田面积迅速减少，绿肥面积迅速增加。七十年代后，进入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阶段，每年冬春两季，全县抽调40％

左右的劳力和大批资金，采取统一规划，分期施工的措施，大搞治山治水，平整土地，

修筑农田排灌渠道，改土造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直到八十年代初，全县约有7rD％的农田

面积，因地制宜地修建了灌水渠和避水圳、防洪圳等农田水利体系，改造冷浸田，矿毒

田、滂泥田和大水垅田约12万余亩，建设旱涝保收农田32万亩，其中造梯EEl梯i25，500寓，

园田化面积约4，000余亩，修筑堤坊19公里，保护农田面积70300亩，全县46万亩农田，

大部分可以实行排灌分家，科学管水。冬泡田、大水垅田压缩到66，700亩，冷浸田、矿

毒田减少到32，500亩，基本上改造了±壤的原来面貌。

二、增施肥料

解放初期我县农田施肥水平很低。肥源主要是6万来头耕牛和10万头左右牲猪的厩

肥，以及每年5万余亩绿肥，山区再加一点山青，平地加一点草皮凼肥，枯饼肥不多，

耕地亩平施肥量不过十凡担。1952年全县开始推广紫云英绿肥，】955年大力推广醴陵县

“四勤八有"积肥经验，施肥量有所提高。1958年后，全县普遍开展以“三光”积肥为

中心的冬季积肥高潮，狠抓各项肥料建设，六十年代后，随着冬泡田的改良，绿肥面积迅

速发展，产量不断提高，到1974年，全县种植绿月E312，700亩，占稻田面积的67％，绝

大部分稻田都施上了绿肥，部分地方出现绿肥过多的现象。八十年代开始，耕作制度进行

了调整，绿肥面积下降到18万来亩，但枯饼肥料有所增加，1982年全县产菜枯饼142000担，

按耕地亩平枯饼肥达25斤，加上牲猪、家禽的发展，每亩耕地施有机肥30担左右，质量

大大提高了。

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学肥料的增加更为显著。全县自1952年用一担硫酸锤做试

验推广后，化肥施用量迅速增加。1971年县氮肥厂开始投产，化肥来源增多，到1982年，

各种化肥施用量达到108。9586万担，全县耕地亩平达157．6斤，其中氮肥812417担，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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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亩平117．5斤，磷肥259552担，]㈣z37．6斤，钾肥17617担，耕地亩乎2．5斤。各
种化肥的增施，使我县农业进入了一个较高水平的新时期。

三、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解放前，我县农田水利设施极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1949年，

全县仅有小二型水库3座，小型河坝11座，山平塘8500口，溪坝10300处，龙骨车约

a800余架，总蓄、引水量0．6l亿方，灌溉面积25．4万亩，旱涝保收面积仅9，I000余亩，

天水田、二干田达105000亩。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到1983年止，水利

投资达4253万元，采取以小型为主，配套为主，自办为主的方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彻底改变农田面貌，到1982年，全县已建立和基本建成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19

座，Ib-"型水库106座，河坝28座，山平塘16798口，溪坝6372处，泉井洞6814111未，水轮

泵105台，抽水机1620台，电力排灌274台，总蓄、引、提水量达3．14亿方，灌溉面积

61．76万亩，(有效灌溉面积41．19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达25．3l万亩，比1949年增

加3。89倍。全县除229个大队，929个生产队，18830户的71628亩耕地属于死角旱区外，绝

大部分地方，在一般年份中可以保丰收。

三十多年来，我县土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

每寸土地来看，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我县土地总面积有516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1．5％。但耕

地面积有限，人平耕地仅0．93亩，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且土地后备资源不足，人平山

地只5．45亩，并且也不可能把山地都变成耕地，在这样有限的耕地上，我们的耕地在三

十多年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1949年全县耕地面积是578675亩，人平1．5h，解放后

在“一五”计划期间，耕地逐年增加，到1955年，耕地达到676805亩，比1949年增加

§8130亩，人乎i。6亩，1957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人I：1的增

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57年至1982年，全县耕地减少83700亩，即减少12．4％，同

时，全县新开田地38500亩，增减相抵，净减45200亩。耕地减少的原因很多，仅修建水

库、山塘、渠道的挖压淹没耕地就占26200余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乡住宅

建设和其他建设占用耕地情况非常严重。农村把承包地当做“自己的地’’，擅自建房，

有的已建成庄园式的“独家村”，社队企业随意扩大基建地，城市机关普遍存在多征少用，

宽征窄用，早征迟用和征而不稍，城郊社队企图转商品粮，对滥征土地不抵制，甚至非

法交换，高价出售，据调查，1979年至1982年减少的3158亩耕地中，约60％以上是建房

占用。在我县占用l亩耕地，就等于减少一个人的粮食，人口不断再生，土地不可再

生，常此下去，将会出现“：{二地危机”的局面。

二是水土流失严重。我县由于复杂的自然因素作用和长期滥用农业自然资源，水土

流失非常严重，尤以南部花岗岩和中北部平丘区的紫色岩地区，常以崩山、崩沟和面层

剥蚀、局部沟蚀的强度侵蚀形式，大量流失水土。全县总浸蚀面积达1227平方公里，占

全县总面积的35．67％，其中强度浸蚀面积154．7平方公里，占浸蚀总面积的12·61％，

中度浸蚀511．2平方公里，占浸蚀面积的41．57％，轻度浸蚀497．76SF：g公里_-，占浸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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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0．57％。全县每年流失泥沙约581．82万吨，其损失相当手靖h筮裂恼耕地表土层，并且

从这些流失的水土当中，每年约冲走速效氮523．55万吨，速效磷76月吨，速效钾644．6万

吨，等于1982年全县化肥用量的91．24％。水土流失不但破坏了土壤资源本身，更重要

的是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给农业资源带来了很多种不利因素。一是水旱灾

害加剧：据考究我县370年的历史，发生入城大水灾6次，其间隔的年数从176年--，77年

一46年一42年一25年，史载旱灾情况是：从1459--1950年的490年中，发生干旱32次，

每15年有1次，其中大旱灾10次，每47年1次，而从1954年至1980年的26年当中，发生干

旱19次，每1·31年发生1次，其中大早年发生4次，每4年1次。由此可见，由于生态环

境的恶化，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越来越缩短。二是淤塞塘库，抬商河床。如中型水库

金家洞，建水库17年来，落淤深度平均达0．8米左右，淤积泥沙35万立方米。观音阁公社

有山塘水库共2160处，已经淤沙失效改成旱土的107口，损失水面84亩，淤积一半的山塘

达266口，小二型水库1座，予计全社现有的51．8万立方米容量的塘库，在23年后会全部因

淤积而失效。全县的四条主要河流，与解放初期比较，一都河的河床抬高1米以上，其他

三条河的河床抬高接近1米。河床抬高，水资源恶化，如四都河，原来货船可通航低庄，

现在逢40天以上旱灾，河水就会枯竭，两岸农田不能自保。全县可通航5吨以上船只的

三条江河，长146公里，现在三都河不能通鱼划，四都河不能通货船，航程缩短40．5公里。

三是土壤资源利用不够合理。我县土壤利用现状中，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7％，耕

地占12％，其他牧业、渔业用地占比重很小，但林业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6％左右，

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牧业产值占15％左右。可见，我县土壤利用现状特点

是：林地比重大，林业产值小，林地是土壤利用潜力最大的部分，耕地比重小，产值

大，但有88％以上耕地是粮食作物，结构比较单一，有综合发展潜力，其他用地有限，

土地利用简单。

在林地中，土壤的利用率很低，全县有3739万亩荒山荒也尚未利用，绝大部分都是

宜林荒地。还有疏残林32万亩，尚未改造更新，有近30万亩人工杉木林，极待抚育，这

些都说明林业土壤资源利用的潜力很大。

农业耕地中，低产田土的面积很大。全县高产稳产农田虽占耕地47％，但每个农业

人口平均只有高产稳产农田0．32亩，中低产田土的比重较大，其中低产田土面积占耕地

面积的38．15％。农田低产，虽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但人为努力及生产条件未改变，也

是限制土壤生产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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