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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处华北平原东部，依山傍海，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农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产品，享有“冀东粮仓”、“板栗之乡”等诸多美

誉。 r

然而，由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战乱影响、灾害洗劫以及外敌侵略掠夺，解放前唐山

农业始终处于封闭落后状态。陈旧的生产方式，原始的生产条件，传统的产业结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未能得以根本改观。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状况十分贫困。

1949年全市农业总产值只有1．82亿元，平均亩产粮食仅44．3公斤，农民人均年产粮食只

有132公斤，年人均收入不过三几十元。 ，

唐山农业的全面发展变化，是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得以实现的。发生翻天覆地

巨大变化的原因固多，但决定的因素主要是三条。

一、适时变革与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力得以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

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唐山地方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战略部

署，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到1950年，首先在抗日根据地，接着在解放区。采取减租减息、

合理负担、平分土地、土地复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各县在土地改

革中没收地主、富农多占的土地170多万亩，60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郊区无地少地的

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平均拥有土地1．5亩左右。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大解

放了生产力。

土地改革后，为避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重新发生两极分化，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和人民

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适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按照自愿互利、

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实行农业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又实

行人民公社体制。在此期间虽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转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

题，以及由于“左”的思想带来的工作失误，但就整体而言却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深

刻的社会变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农业经济体制改

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经过发展、完善、提高，全市农村普

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农业发展到其他各业，从而使生产力得到了有效的解放

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

二、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改变长

期存在的以种植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确立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农业发展方向。在

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原则下，大力发展林、牧、副、‘渔各业。经过不懈的努力，农业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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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已趋于合理。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之间以及种植业中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

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加快了农业结构的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改变农业

结构、农村面貌乃至城乡差别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全市乡镇企业已达8万多个，从

业人员达53万多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5％以上，拥有固定资产原值7亿多元，实现产值

2l亿多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突破了传统农业格局，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增加了

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不断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农业生产条件得以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共唐山地方组织和人民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不懈地抓农业基础建设，致力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修水利，发展电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坚持

科技兴农之路，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先后兴建陡河、邱庄：大黑汀、潘家口四座大型水

库和149座中小型水库，不仅使境内的河流得到治理，减少了灾害，而且为农业全面发展

提供了条件。加之8万多眼机井，使全市水浇地面积达到500万亩以上，占总耕地面积的

56％之多。1986年全市农村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000多台，小型拖拉机3万多台，排灌机

械11万多台，农用载重汽车4，000多台，机耕面积达500多万亩。农业科技事业有了长足

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山农业的发展变化是解放前几千年所不可比拟的。正是由于这种

根本性的变化，才使农业走出困境，才使农村摆脱了贫穷落后，才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1986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34．30亿元，比1949年增长19．5倍；粮食总产260．46万吨，

比1949年增长5．53倍；粮食亩产305公斤，比1949年增长6．9倍；农民人均年产粮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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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低山丘陵农林牧区

一、长城沿线低山丘陵林果牧区

位于长城沿线，包括遵化、迁西、迁安3县的39个乡(镇)，总土地面积l，641

平方公里，耕地39．9万亩，林业用地159．5万亩，草地35．2万亩。农业人口36．3

万人，农村劳动力15．86万个。为土地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以林果为主的纯山

区。

．本区处于马兰峪复被斜和山海关隆起一线，山脉呈东西走向，海拔多在200w．500米

之间。山峦重迭，地势高，峡谷多。地质古老，山地多由前长城系变质岩组成。山顶浑

圆，风化裂隙发育。矿产资源丰富，金属矿尤多。土层较厚，一般30厘米以上，呈微酸

性反应，适于板栗生长。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多为1．50．2．00％，全氮多为0．075--

0．100％，碱解氮80--100PPM，速效磷4PPM，速效钾l 12PPM，全磷0．080一O．100％，全

钾2．10_2．50％，PH值6．5，质地粗糙，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缺水为主要障碍因素。热

量资源较少，年平均气温<10℃，≥o℃积温80％保证率不足4，100℃，无霜期168天，作

物生长季(≥10℃期间)积温不足3，500℃，只能满足一年一熟的热量要求。降水丰沛，

年降水量在760毫米左右。生长季干燥度<0．85。地上水资源较丰富，多于中南部山区和

平原，农业用水以拦蓄为主。地下水贫乏，风化裂隙较发育，局部地段可达50米左右，

多见风化裂隙水，适宜打大口井或比较浅的简易井，岩层构造裂隙水较少，在构造带附

近，泉水流量l—40吨／d,时，单井涌水量20—40吨／d,时。山地宽广，林果发达，全

区林业用地159．5万亩，其中有林地103万亩，覆盖率达36．8％，为全市覆盖率最高

的地区。林木总蓄积量为104万立方米，宜林荒山和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

56．5万亩，开发潜力很大。该区经营林果历史悠久，群众有经营油松和板栗的丰富

经验。这里是板栗著名产区，也是野生资源和矿产资源最丰富区。

二、西部丘陵林果杂粮区

该区包括遵化的中南部，迁西的滦河以南，迁安的西部，玉田、丰润北部和滦县

东北部的77个乡(镇)。总土地面积2，850平方公里，耕地166．3万亩，水田、水浇

地占47．2％，林业用地122．5万亩，草地l 1．4万亩。农业人口107．5万人，农村劳

动力44．55万个，人均耕地1．55亩，人均林地1．14亩，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

之一。

山地丘陵为长城系地层，岩石以白云岩、石英砂岩、石灰岩为主。岩层分化明显，切

割强烈，岩体破碎，多为单面山。山坡不对称，阳坡较缓，阴坡较陡，基岩大部裸露，土

层薄(一般不足20厘米)，水土流失严重，山顶多为悬崖峭壁。山问河流、谷地、盆地及

山麓台地较多，面积较大的有遵化城关、平安城、新集、榛子镇盆地和丰润台地，这些盆



1558 第一章区划

地和台地土层深厚，土质较好，为主要农耕区。丘陵地区土壤养分含量较低，有机质含量

多为1一1．20％。全氮多为0．05卜0．062％，碱解氮40--60PPM，速效磷卜8PPM，效速
钾80一100PPM，全磷0．055—0．085％，全钾1．5-2．00％，PH值为6．50-7．00。山间盆

地养分含量较高，有机质含量多为1．30一1．50％，全氮多为0．065—0．085％，碱解氮50

—70PPM，速效磷6—9PPIM，速效钾80--IOOPPM，全磷0．075—0．105％，全钾1．60—

2．10％。热量较充足，≥OoC积温80％保证率在4，100---4，300℃之间，无霜期180—185

天，是以两年三熟为主的地区。该区西南部遵化平安城盆地、南山丘陵及玉田北部山区热

量丰富，年平均气温在10．9—11．50C之间，≥0℃积温80％保证率为4，300℃，无霜期

185一190天，可发展一年两熟制。地下水开采难度大，干旱年人畜饮水困难。地下水主要

为基岩裂隙水和岩溶裂隙水，富水性强，但不均匀，泉水流量变化大。因开采困难，利用

较少，打岩石深井难度大、投资多。盆地和河谷地下水丰富，单井涌水量一般30—60吨

／d'时，易于开采。台地、河谷、盆地的粮食生产占有重要位置。1985年，区内粮食总产

48．7万吨，占全市粮食总产的21．3％，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粮食453公斤，是商品粮集

中产区之一。果树生产基础较好，是唐山市的水果集中产区。苹果、梨、核桃、柿子、红

枣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市之首，苹果占全市的66％，核桃占80％，梨占63％，柿子

占96％，红枣占9r7％。

东部丘陵花生杂粮林果区

该区位于唐山市山地丘陵的东部，包括迁安和滦县的29个乡(镇)，总土地面积757

平方公里。耕地61．3万亩，农业人口38．6万人，农村劳动力15．04万个。

区内地势较高，海拔50一100米之间，北部和东部丘陵起伏，出露地面的丘陵地质年

代较久，系太古代变质岩系的片麻岩、石英砂岩，由于长期风化，剥蚀严重，山头圆浑平

滑。境内多穿插丘间平原、盆地，由冲积和洪积而成，沉积物质松散。与其他丘陵区相

比。地下水较丰富。除滦河、青龙河两岸和盆地地下水丰富外，区内古河道较多，深层地

下水也较丰富。已发现有东坎、南坎、擂鼓台至凤凰山三条古河道，总面积64．96平方公

里，地下水埋深40—60米，单井出水量60一120吨／d'时。由于滦河的冲洪积作用，区内

沙丘、沙地面积较大，风蚀波状起伏地貌比比皆是。土壤多为沙壤土、沙质土，质地疏

松，因受地势影响，风蚀严重，沙化加剧，冬春两季风多且大，风起沙移，沙压良田，发

展农业生产的难度很大。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肥力不足，土壤耕层养分含量一般为：有机

质0．60—0．80％，速效磷2．5—4PPM，速效钾45--76PPM，属于缺磷少氮、钾不足、有

机质缺乏的地区。气温偏低，年平均气温lO．1℃，≥0℃积温80％保证率为

4，096．1℃。无霜期155一168天，是本市气温较低的地区。种植业以花生为主，历年

种植面积2l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4．3％，占全市花生种植面积的19％左右，是全市

花生集中产区。近几年花生产量提高较快，1985年平均亩产137公斤，总产2．9万

吨，占全市总产的17．7％。进一步改善生态条件，实行集约经营，花生生产仍有一

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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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山麓平原农牧区

一、西部平原小麦杂粮牧区

包括丰润大部和玉田一部，共32个乡，土地面积959平方公里，耕地86．9万亩，水

田、水浇地占83．5％，农业人口36．8万人，人均耕地2．36亩。农村劳动力18．96万个。

是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区。

热量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ll℃左右，≥0'E积温80％保证率在4，300℃，无霜期

184一19l天，作物生长季(≥10℃期间)积温80％保证率在3，800叫，000℃。可以满足
一年两熟的需要。冬季负积温不足400℃，越冬作物冻害较轻，是本市的小麦集中产区。

该区为古滦河、蓟运河冲积扇，地下水丰富，埋藏浅，开发利用较早，水浇地面积达

77．9万亩。占耕地的90．6％。目前采补失调，开采量超过补给量，是全市地下水超采量

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区土壤以草甸褐土为主，养分含量较高，一般有机质多在1．3％左

右，碱解氮35-71PPM，速效磷3__4PPM，速效钾70m90PPM左右，PH值7．5左右。地

势较高，耕性良好，排灌自如，旱涝保收，具有粮食生产优势。历年播种粮食作物104．5

万亩左右，粮食复种指数为152．3％，是全市复种指数最高的地区。玉米占粮食播种面积

的45．2％，小麦占31．6％，水稻占10％，高粱占10．5％。1985年粮食总产28．3万吨，占

全市总产的12．4％，亩产434公斤，人均占有粮食769公斤，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地处

京、津、唐三角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商品生产发达，市场经济活跃，是农副产品的集散

地。很多土特产品在京、津及东北各地均享有盛誉，1978年以来，商品经济更有较大发

展，农村工副业产值占全市农村工副业产值的33％，蔬菜产值占全市的34％。

二、市郊菜果牧渔区

该区位于唐山城区周围，包括开平、东矿、新区3个区的全部及丰润、丰南两县的一

部分，共38个乡，土地面积1，067平方公里(含城区)，耕地79．7万亩，农业人口59．4

万人，人均占有耕地1．34亩。农村劳动力25．32万个。

地理位置优越，市场容量大。唐山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工业城市，煤矿多而散，每一个

煤矿都为若干农村所包围，基本都是近郊，产地离市场近，发展鲜活商品生产方便。农村

自然资源丰富。该区是山麓平原的腹地，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多数土壤沙粘适中，通透

性好。土地肥沃。养分含量一般为：有机质1．40一1．80％，碱解氮50--70PPM，速效磷6

—8PPM，速效钾90--100PPM。PH值7．0—8．O，适宜发展多种生产。热量条件好，年平

均气温1l℃，无霜期18l—19l天左右，20't2积温80％保证率4，200'E，冬季负积温偏少，

多年平均为388．6'12。地下水较丰富，便于开采，适宜发展蔬菜生产，但因城市用水过

多，已超采。种植业中，蔬菜生产占有重要位置，蔬菜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3％，占

全市蔬菜面积的25．8％，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16．9％o保护地生产面积大，占蔬菜面积

的10％左右，细菜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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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部花生杂粮防护林区

该区为滦河冲积扇的主轴地带，包括滦县、滦南的大部及丰南、迁安的一部分，共

45个乡，土地面积l，698平方公里，耕地151．1万亩。农业人El 67．5万人，每人平均占有

耕地2．24亩，农业劳动力28．03万个，为主要花生产区。

区内土壤沙性，有机质含量低，多为沙质或沙壤质土壤，疏松易耕，通气透水性好。

蓄水保肥力差，土壤温差大，风蚀沙化严重。养分含量为：有机质0．60w1．00％，碱解

氮30w50PPM，速效磷3—5PPM，速效钾40—70PPM。该区地表径流少，但多数地区地下

水较丰富，补给容易，埋藏较浅，易开采，由于渠道渗漏，灌溉困难，效益较低，水浇地

面积仅占耕地的31％，是全市旱田面积最大的地区，粮油产量低而不稳。该区花生种植

面积占全市的41．9％，1985年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6．0％，平均亩产129公斤，年产

花生7万吨，商品率为80％左右，是商品花生的重要基地。植桑面积1．67万亩，年产蚕

茧11．35吨。农田干旱和风蚀严重，当地群众为锁风沙、辟良田，素有栽桑植栗的传统习

惯，但自1958年以来屡遭破坏，桑行栗林所剩甚少，栗树更因失于管理，产量很低。滦

县的防护林面积也从60年代35万亩减少到2l万亩。由于林地的破坏，风蚀严重，冬、

春两季风沙满天，沙随风移，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四、东南部杂粮小麦牧区

包括乐亭大部和滦南、滦县的一部分，共37个乡，土地面积984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101．3万亩，水田、水浇地占83．3％，农业人口51．6万人，农村劳动力24．22万个，每

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1．96亩，是全市的主要粮食产区。

区内大部土壤具备高产稳产的基本条件，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质地以壤质为主，砂

粘适中，理化性状好。土壤养分含量较高，有机质含量1．20一1．50％，碱解氮60—

80PPM，速效磷6—8PPM，速效钾80—120PPM，PH值7．0—8．0，土壤绝大部分为潮土亚

类。积温偏低，气温变化平缓，降雨偏少。苎o℃积温80％保证率不足4，1000C，平均无

霜期171天左右，是全市积温较少的地区，但气温变化较平稳，春季升温和秋季降温均较

缓慢，秋温显著大于春温。降水偏少，年平均降水量不足650毫米。该区地下水资源丰

富，浅层地下水一般埋深3至5米，单井出水量50一踟吨／d,时，矿化度小于l克／升，

水质良好。除局部地区氟化物超量外，其余均适用工农业用水及人畜用水。该区现有水浇

地84．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3．3％，为全市水浇地面积最多地区之一。该区处于滦河下

游，历史上属于洪泛区，人民生活极不稳定。建国后经过长期治理，洪涝灾害已基本得到

控制，但因河床逐年加高，行洪量锐减，遇有大暴雨，仍有洪涝威胁。粮棉高产稳产，是

全市主要的商品粮、棉基地。该区粮食生产是最大的优势，目前粮田占耕地的73．4％，

粮食作物复种指数为148％，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高粱为主，分别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30％、34．5％、15．3％，其次是水稻，占11．8％。1985年粮食总产占全市粮食总产的

14．2％，每个农业人1：3平均生产粮食628公斤。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1985年棉花种植面

积占耕地面积的14．9％，占全市棉花面积的30．1％。总产5，718吨，平均亩产37．6公斤，

棉花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28％。为全市提供商品棉最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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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境西部，海拔多在l一5米之间，包括玉田、丰润两县的南部和丰南县北部，

共32个乡(镇)，土地面积857平方公里，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6．4％。耕地92万

亩，其中水田、水浇地57．8万亩，占耕地的63％，农业人口38．2万人，农村劳动力

16．7l万个。

地势低洼，易沥涝成灾。该区由于受北西向新构造断陷作用影响。盆地急剧下沉，加

之处于滦河、潮白河两大水系冲积扇之间，上游冲积物来源不足，形成扇间洼地。又因地

处九河下稍，区内被多条河流分割为十数个封闭型大洼，一般洼地地面标高均低于海拔5

米，大洼中心地带地面标高低于海拔零米。境内的还乡河、双城河、兰泉河、泥河、潴龙

河等多呈弯曲状地上河，水面高于地面，遇有暴雨河水猛涨，或洪水决口，或沥涝成灾，

人民的生产、生活十分艰难。建国以来，政府致力于排涝工程建设。深沟河网化已成体

系，排涝标准近5年一遇。土质粘重，耕地较差，但土地资源较丰富。土壤以潮土、盐化

湿潮土为主。由于洼地地下水位高，相当一部分耕地有季节性积水，地下水埋深浅，一般

0．5一1．5米，适于喜湿植被生长。土色发暗，质地粘重，耕性不良，通透性差，一般有潜

育层次和砂姜等障碍性层次。有机质含量较高，一般在1．5—2．o％，速效钾含量一般在

50PPM以上，含速效磷较少，一般在5PPM以下。养分含量高，但释放较慢。土壤适宜水

稻、棉花、麻类等作物的生长。地下水贫乏，打井困难。地上过境水虽多，但难于利用。

该区地下100米以内一般无较理想的含水层，井深超过200米出水量一般在lO吨／d,时左

右。开采地下水难度很大，地上过境水多集中在汛期，4—6月份农业用水季节，可利用

量极少。气温适中，年平均气温10．8。C，无霜期平均为188天，≥0℃积温平均为

4，4300C。80％保证率为4，260'12，属两年三熟和一年两熟的过渡地区。降水偏少，多年平

均降水量仅594．4毫米，为全市降水最少的地区之一。地广人稀，人均占有资源数量较

多，土地、水面和苇草是区内的三大资源优势，有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和多种经

营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

第四节 滨海农牧渔区

一、滨海平原稻渔牧区

包括芦台、汉沽农场和丰南、唐海、乐亭、滦南4县的一部分，共25个乡(镇)，总

土地面积l。729平方公里，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12．8％，耕地107．7万亩，占全市总耕地

面积的12．1％。农业人口43．4万人，农村劳动力18．8万个。

该区地势平坦，土地丰富，但土壤盐碱化，质地粘重，淡水贫乏。应适当压缩水稻种

植面积，推广水稻各项节水措施。没有水资源保证的地区要退水还旱并退耕还苇、还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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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适宜发展淡水养殖的面积有20多万亩，发展淡水养殖的潜力很大。该区有草滩17．36

万亩，集中连片，适宜放牧，植被以苇草为主，适口性强，年产草量为3．25万吨。其他

粗料主要有稻糠、稻壳，作物秸杆，年产稻草11．5万吨。渔业副产品较多，杂鱼、虾糠

等年产4，975吨。畜牧业发展以牛、羊和水禽为主。该区林木资源贫乏，区内林业用地

9．7万亩，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3．7％，现有林地6．9万亩，四旁植树228万株，森林覆盖

率2．2％，是全市覆盖率最低的地区。林业生产应以营造沿海防护林为主。大清河口以东

营造用材林，西部营造灌木经济林，使森林覆盖率尽快提高到4％以上。该区沼泽地、草

泊较多，现有苇田17．46万亩。

二、沿海渔区一、，口，粤，里睑

该区包括乐亭、唐海海岸沿线和滦南柳赞、南堡及丰南黑沿子3个乡，还有大清河、

南堡2个盐场。土地面积843平方公里，潮间带118万亩，岛屿、沙洲70个约6．7平方公

里，海水10米等深线的海域面积923．5平方公里。

区内自然条件适宜发展水产养殖业。陆地部分为滨海盐土，适于发展海水养殖。潮问

带坡缓平坦，底质肥沃，饵料丰富，是贝类栖息繁育的良好场所，适宜养殖业。海区为富

营养区，饵料丰富。该区滩涂适宜发展海水养殖业，尤其对对虾养殖极为有利，在发展对

虾养殖的同时，积极发展梭鱼、海马、罗非鱼、梭子蟹、扇贝等多品种养殖。

第二章种植业

唐山地处冀东平原，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气温、降水、日照、积温等

农业生产主要条件优越。土壤以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褐土和潮土为主，农作制度基本上是两

年三熟，复种指数在130％左右。唐山素有“冀东粮仓”之称。小麦、玉米、水稻、花生

为骨干作物，高粱、谷子、甘薯以及棉花、蔬菜也占一定比例。芦台、汉沽农场的“小站

稻”、滦县的“雷庄花生”、玉田县的“玉田青”大白菜，均为驰名全国的优良品种。

建国前，唐山农村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农业生产条件差，栽培技术落后，自然灾害

频繁。加之历史上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全市耕地

面积992万亩，其中粮豆面积占84％，每亩耕地平均产值仅14．3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仅

116．3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花生)10．7公斤。市区人均蔬菜年占有量只有2l公

斤，广大农民生活贫困。

唐山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随着种植业

内部结构的调整，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夏粮播种面积的适当扩大，粮食复种指数提

高，到1957年，全市种植业产值提高到3．2亿元，每亩耕地平均产值31．7元。1958年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建。卫星田”，“浮夸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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