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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区 划

赤峰市郊区农业局

一先八四年九月



—1厶—_】L▲

刖 吾

农业区划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我们根据上级要求，于一九八二年对全郊

区(原赤峰县)进行了种植、果树、农作物品种、农业经济的粗线条区划。在这一基础上，于

一九八三年转入了细线条区划，并编制了《赤峰市郊区农业区划》。本区划共分种植、农作

物品种、果树、农经四个部分。以这四个部份为郊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依据。由于区划开始是

县、社、队行政区划制。在脱稿印刷时，行政区划已改为区、乡、镇、村制。为利用方便故

在区划中一律改用区、乡、镇、村名称。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所限，本区划定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指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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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郊区(以下简称郊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理位置为北纬42。017至42。43，，

东经117。477至119。39 7。东西长152．5公里，南北宽77公里。总土地面积为5，942．3平方公

里。北与翁牛特旗接壤，南与喀喇沁毗邻，东隔老哈河与敖汉旗及辽宁省建平县相望，西与

河北省围场县山水相连。

郊区共辖33个乡、镇，261个村民委员会，2，736个村民小组。全郊区共有87，541户，

439，722口人。其中农业人口为414，382人，占总人El的94．24％。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

里为74人，在全郊区总人口中，蒙古族25，192人，汉族395，794人，回族2，700人，满族

15，983人，其它少数民族53人。有男女整半劳动力155，739名。是一个旱怍农业地区。

一、种

(一)农业资源

植 业

资源是发展农业!fi产的基础，现将与种植业昶}爻i'i：j资源分述如下：

1、气 候／资 源

郊区属j二中纬度温带半二—F旱气候区。具有多季风，少降水，寓f；j照、寒髫变化激烈，f

湿周期明显的特点。全区年平均温度6．8℃，≥10℃积温3，150．1℃，持续口数164天。年降雨

碴310～～400mm，蒸发量1，872．0mm以上，相对湿度49～～50％，年≥六级大风日数为

47．7天，≥八级大风口数为30．5天，年平均风速2．4米／秒，最大风速达38．8米／秒。5～9

月日照时数为1，326．2：J4bj，太阳辐射I霾达123．82千卡／厘米2，口q季变化极为明显。

春季(3～～5月)东南气流势力逐渐减弱，来自内陆的偏西气流势力加强，影响着全

郊区气候。常出现西南大风，这三个月中六级以上大风目数平均为24．8天，占全年六级大风

总日数的44．92％。八级以上大风日数为16．1天，占全年八级大风总日数的52．78％。平均气

温10．9℃，降雨量43ITlm，蒸发量687．8firm。

夏季(6～～8月)雨季来临，气温增高，形成一段高温低湿天气。至六月中、下旬

进入雨热同季。6一～8月平均气温为21．9℃(7月份温度最高为23．4℃)。降雨量为

248．2inm，占年降水量的68．96％，太阳辐射量为41．82千卡／厘米2，占全年辐射总：垦的

33．77％，这一时期的气候常出现冰雹天气，也是病虫害盛发时期。

秋季(9～～10月)，降雨量明显减少，只占全年降雨量的14％，但仍略多于春雨。入

秋以后，西北风再次加强，冷空气势力开始侵入，气温随之下降，昼夜温差加大，光照尚为

充足。西部八月下旬，东、中部九月中旬，始见早霜，到十月下旬开始向冬季过渡。

冬季(11一一2月)天气寒冷干燥，平均温度为～7．9℃(一月份最冷， 气温下降到

～11．7℃)，土壤冻结期为174天，占全年总日数的47．6％，冻深平均174Cm。整个冬季降

水只有10mm左右，并且多西北大风，常出现寒潮天气。这种慢长而严寒的冬季气候，土壤

水、热变化迟缓，使土壤中水分得以保持，有机质得以积累，有利于农业生产．



郊区主要气候因子表

、

气温 ℃ 蔻 了已
射量积 温 降

大风 口 数 太阳总辐

添 年 最 最
水 发 霜
}j． j二i 期

≥ 6 ≥8
平 里 蛳 (千卡

均
一一 ≥10℃ (1T1132) (13．2m) (天)
向 低 级 级 ／cm 2)

东部 6．5 23．5 —12．5 3，165．8 339．6 1，981．3 135～145 78．4 48．4 118．35

中 部 6．8 23．4 —11．7 3，150．1 359．9 1，872．3 125～135 55．2 30．5 123．82

西部 4．8 20．9 —12．9 2，554．2 373．7 1，808．0 90一115 68．6 39．6 128．26

2、水 资 源

郊区内中生代火山岩系分布面积较广，厚度较大，裂隙发育，是我区较好的裂隙含*

层。泉水出露较多，泉水流量一般为10～～30吨／昼夜，北部井孔单位涌水量0．11公：rl-／秒，

南部0．021公升／秒。

第三系玄武岩成岩裂隙和风化裂隙均较发育，富水性较强，形成许多泉水出露。岗子乡

以北地段泉水流量一般在100吨／昼夜，是全区最富的裂隙含水层。

郊区附近的当铺地、王家店、水地、五三等乡，井孔单位涌水量7．2l～一15．96公升／秒。

大木头沟一带富水性不均，少者6～一10公升／秒，多者25公升／秒。在羊肠子河东，含水层

厚度6—15米，地下水位15—27米，单位井孔涌水量4．92～5．23公升／秒。

区内各支流河谷组成的一级阶地和河漫滩，地下水位埋深1．5一～7．8米，井孔单位涌水

量0．35公升／秒。木头沟以东山前地带组成洪积扇地形，地下水埋深15～～22米，井孔单位

涌水量1．46一一3．48公升／秒。由木头沟乡姜家窝铺至当铺地乡大兴隆庄一带，地下水埋藏麓

度为11二一34米，最深达48米，水量丰富，井孔单位涌水量6．62一～8．89公升／秒，但生产

利用较为困难。在三眼井、柳条沟、打粮沟门一带，因受地形限制，含水层埋深50～～80

米，井孔单位涌水量0．36～9．26公升／秒，是全区缺水地区之一。三眼井一带的丘间沟谷两

侧，组成沟谷阶地。在沟谷中有少数泉水出露，流量一般20一～60吨／昼夜。

孤山子报马梁一带，裂隙发育，泉水多为侵蚀下降泉，流量<10吨／昼夜的占50％，

30li,U昼夜的占25％，>30吨／昼夜的占25％。

在郊区的西部、西北部为第三系玄武岩裂隙水，岗予乡以北最犬泉水流量为lOO,屯／昼

夜，>3 oⅡ屯／昼夜的占21．9％，10～～30吨／昼夜的占31．2％，<10吨／昼夜的占46．9％。

地下水井孔单位涌水量为0．0087～～o．0234公升／秒。

在老府一一碱场一带，为花岗岩裂隙水，泉水流量～般为5一一20吨／昼夜。

红花沟镇以东为变质岩裂隙水，泉水流量一般存5～～20吨／昼夜，井孔单位涌水量为

0．007一一0．059公升／秒。全区地下水均属补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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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7～～8月份降雨期水量最大，水位最高。十二月到翌年三月份水量最小，水泣

最低。山区水位变化幅度2．6～一5．o米，河谷阶地水位变化幅度1．o～～2．o米，中部浅山黄

土丘陵区水位变化幅度0．8～～1．5米。区境内可采地下水调节储量为19，644．57万吨／年。应

用量为9，543．59万吨／年，剩余量10，100．98万吨／年。

地下水化学类型较为简单，按舒卡列夫分类方案为重碳酸钙，钠及钙镁类型。矿化度1

克／升，各种离子含量小于规定标准。

由此可见，郊区的地下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水质较好，但由于埋藏较深利用困难。

地下水资源表

可采调节储量1 应 用 量 剩 余 量
流 域

(万吨／年) (万吨／年) 】(TJ砸E／年)(万吨／年) (万吨／年) ‘吨／年)

合 i．卜 19，644。57 9，543．59

阴 、河． 4，851．11 1，783．30

西露 嘎河 2，766．99 706．10

英 金 河 4，6】1．67 ]，154．48

老 哈 河 2，071．8 4 1，725

羊肠子河} 1，022。93 275．4l

伯 河} 289．58

半支箭 河i

昭 苏 河1

1，901．66

2，128．79

1 0，100．98

3，067．8l

2，060．89

3，457．19

3《6．48

747．43

422．10 732．53

786．49

地上水：八条河流流经全区，总淫流量为28，268万立方米。其中：阴河8，565万立方

米，阴河干流1，243万立方米，西露嘎河7，536万立方米，半支箭河2，171万立方米，锡伯河

778万立方|米，昭苏河2，964万立方米，英金河干流1，998万立方米，老哈河1，742万立方米，

羊肠子河1，276万立方米。

由于地上水和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并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修筑了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水

利工程，从而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林牧资源

全区林业生产是以造林为主，以提高森林复被率为途径，以恢复生态平衡为目的而迅速

发展起来的。据一九六四年调查，全区有林面积403，022亩，当时的森林复被率仅4．51％，

到一九八一年有林面积达到了1，771，697．7亩，复被率达到了19．87％。本着因害设防的原

3



则。三十多年来，营造林带4，000余条，纵横交织成2，600多个网眼，防护50余万亩农田。

牧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六二年全区有大、小家畜308，019头(只)，到一九八一

年发展到318，166头(只)，增长3．25％，在家畜总头数中，大畜66，6 9 3头，占牲畜总头数

的20．96％。小畜251，473头，占牲畜总头数的79．04％。生猪存栏在一九六二年41，962口

的基础上到一九八一年发展到152，848口，增长了264．3％。从中得知，今后必须沿着畜多，

肥多、粮多的路子走下去。

4、土地 资 源

(1)地势地貌

我区属于山地地貌类型，西高东低。海拔高度从446到2，067公尺。由于局部的地质条件

和内外营力作用等基本因素的差异，使全区大体构成三种地貌类型。

I、西部中山地貌类型

本区以七老图山为界，自牛家营子开始向西北官地一带呈一弧线。包括牛家营、孤山

子、大庙、大夫营、老府，大碾子、岗子等乡、镇，在西南部为赤峰大断裂带的南翼，长

期处于隆起状态。燕山期有花岗岩侵入，构成古老的基底。西北部由于晚保罗纪岩浆活动强

烈，多次喷溢，故而形成较大面积的火山岩。全区海拔高度1，000一一2，067公尺，相对高程 。

400～～600公尺。山势陡峭，山体高而窄，山峰散立，山坡有南缓北陡的规律。坡度为30 l

一50。，山脊呈鱼脊状向东延伸。山麓有叠置的洪积扇。

西北部有一片新生代溶岩台地(当地称为漫甸)与翁牛特旗灯笼河子马场相连，高程为

1，120～一1，657公尺，相对高程为400一～540公尺。台面平缓、坡度1一～5度，台地边缘
有40～～50公尺高的陡坎。

Ⅱ、中部低山一一丘陵组合地貌类型

本区东起水地，西至初头朗呈椭园形，海拔高度为500～1，172公尺，相对高程150～～430

公尺。峰峦重迭，山体窄陡，坡度lO一一30度。

丘陵分布于赤峰周围15一』30公里的低山前缘，丘顶浑园平缓，丘体冲沟密布，自丘顶

到丘脚呈树枝状分布，沟断面为“V"字型，侵蚀切割较为严重。丘陵多为堆积的马兰期黄

土，坡度15～一25度。

Ⅲ、东部低山一一洪积平川地貌类型

东部低山起伏蜿蜒，山顶浑园，山体侵蚀切割比较严重。

沿河两岸发育为开阔平坦阶地，微向河床倾斜，坡降1一一7％，宽0．5一一2．5公里。

后缘与洪积扇相连，前缘陡坎高出河床2～一5米。

(2)利用现状

全区总土地面积为891．4万亩，其中农业用地203．48万亩，占总土地面袄的22．8％、

(在农业用地中，耕地165．7万亩，播种面积163．39)J亩，水浇地70．7万亩)。林业用地面积为．

177．1万亩，占总面积的19．9％，牧业用地408．9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5．9％，其它用地

101．85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1．4％。

(3)耕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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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耕地』：壤类型

全区耕地一]-j～：F2f、：有七个．L类。
棕壤：主要分布西部和西北部，海拔1，ooo公尺以上的山地上，共82，400亩，占耕地

面积的5．04％。这类f：壤一f：体较港，质地为r}i壤，PH值在7以下，有机质含量1．0～一

1．5％。

褐土：全区共833，289亩，：I耕地总面积的51％，这一类土壤分布全区。但分布在沿

河两岸开阔平坦阶地上的潮褐土 区商品粮基地的主要土壤，有机质含量o．8～一

1．3％0。

黄绵土：全KJ：乓544，252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3．31％，主要分布在木头沟、打粮沟

门、三眼井、柳条沟、五三等乡镇的黄土丘陵地区。这一二f二壤水蚀较重，耕层较薄，有机质

含量0．6～～O．896。是全区地力最差的农业土壤。

风沙土、草甸土、黑钙土、黑垆土，面积不大，总计不过174，010亩，仅占全区耕地

总面积的10．65％

②耕地土壤的肥力状况

耕地土壤肥力的高低，在质量上决定-j。岂对植物适应性与控制性，在数量上则表现为单

位面积产量的多与少。郊区耕地土壤，总的看来是缺氮贫磷钾一般，除钾外其余各养分要素

基本上都在《全国统一分级标准》的网、五级肥力范围。
7

郊区耕地土壤，虽然开发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耕作层早已形成，但由于自然植被遭

到破坏，生态系统趋向恶性循环，直接影响到耕地土壤的肥力。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

集中力量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种草种树，兴修水利，精耕细作，使耕地土壤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但是由于地势地貌和生物气候的不同，从而导致耕地土壤肥力的相对差异。

耕地养分状况表

：二眼井

柳条沟

扪’粮沟

坠璺业一一
0．925

0．992

⋯—坠墼jL一一
～!!旦!垒一一

0．059

0．054

0．062

0．055

0．046

水 地{ 1．070 。0．066

安庆沟l 1．154 0．071

太平地I 1．014 }0．061

河南营予0．985 0．059

————————”‘—+—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一———。——
；呛拉遵¨；0．913 {0．059

波罗瓢硕0．86 0．053

H

3．60 {

一一—业坠⋯一一)

126．49

146．00

3．00 111．83

2．58

3．22

4．04

4。46

1．96

4．49

一一旦点L一一
125．02

160．72

161．38

114．29

131．30

102．31

0



八肯中l 0．810

当铺地 1．142

0．053

0．067

3．60 136．91

1．79 121．24

大营子
0．8⋯39一一～一

0．054 2．27 128．15

木头沟 0．970 0．062 2．54 117．12

碱 场 0．918 0．054 3．48 103．82

官 地 0．969 0．056 2．88 120．26

岗 子 1．056 0．061 2．85 114．93

大六份 1．123 0．063 4．11 122．69

大碾予 1．365 0．072 4．63 151．14

大 庙 O．913 0．053 3．22 119。16

弧IlI“子 0．880 0．048 3．07 109．60

初头朗 0．899 0．051 2．87 132．90

牛家营 0．943 0．056 2．99 126．46

老 府 1．048 0．059 5．09 126．23

姜家臀 1．001 0．061 3．56 125．47

猴头沟 0．933 0．061 4．73 119．61

城 子 0．932 0．061 4．88 125．04

碾 坊』0．917 0．056 2．41 108。84

五 i 0．931 0．060 3．34 132．05

穆家营l 1．13l 0．062 4．34 118．51

良种场

一7．鳗7一一 0．054 3．92 97．30

东 ⋯ 0．974 0．051 2．54 118．00

大夫营 0．94 7r 0．058 4．26 124．10

红花沟 0．927 0．052 3．06 133．62

注：各养分含量均为平均值。

③耕地土壤评价

郊区耕地土壤的评价主要是在判定各类土壤属性的挞础上，联系土壤与作物生长的关

系，二I二壤生产性能等因予(确定出稳定因素。主要因素和限制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并

分别制订平川和ljf地两个耕地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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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川灌区耕地土壤评价表

序 土 壤 等 级 标 准
1黟i rj 1一一一一⋯～广一————一——i————～

号 1 2 3

T }鉴 源i充 分f一 般』不 足

一二 f保 证 率 保证率70以上J保证率50～70 j保证率30～50
2 {地形部位{平 坦I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墨
f肥

平J不 平

地i壤 质{壤 质}偏砂或少砾厥
力1 3～4级 4～5级 5～6级

障碍层次l 无 无 30～50Cm出现

。 i农作物近五年平f 玉米800斤以 玉米600斤 玉米400斤
”

』均 单 产i上谷子500斤以上j 谷子350斤 谷子250斤

注：肥力：指有机质、全氮、速磷、速钾四项按全国统一分级标准。

山地耕地土壤评价表

序
j项 目

号

土 壤 等 级 标 准

2 3 }4

4 l障碍层次{ 无 50Cm出现 {40Cm出现 30Cm出现—————卜————————斗—————————卜——————————————————}———～——
5 l肥 力i 3—4级 4—5级 5～6级 <6级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1L一一⋯r一一6 f侵 蚀j弱 度j轻 度 中 度I 中度偏重

7 1笃物牵年差{谷子200厅 谷子150斤 f 谷子loo斤 谷予不到100斤

注；障碍层次指钙积层、砂、砾夹层与底层。

平川耕地土壤

平川地主要是灌溉农业用地，共70．7万亩，其中：

一级土壤为7．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7％，占灌溉耕地面_l!}{的10．89％，多为褐土

和部分草甸土。地势平坦，水利设施健全，水资源利用充分。并有完善的农田防护林。土壤

质地为轻壤一一中壤，有机质含量1．0一一1．2％，全氮0．08一一o．1％，速效磷3一～5

PPm，速效钾loo一～160PPm，是我区耕地中养分较为丰富，2i!彳匕性状较好的土地。

I



■级土壤：全区共36．85万阿，【li全区总耕地埘钗f|022。47 76，一}‘灌溉耕地jf；ff积的52．1 2％，

这一Z。／1。／t。‘．壤主要是褐淤二L，草甸jL和部分黑垆二b分，斫i于沿河二i级阶地和沟谷平地，地势较平

坦，有水利灌溉条僻：，但水利设施不健全。质J：A-4Z壤一中壤，有机质含量0．8一一1．0％，
全氮含⋯Ei!．O．052一一o．075％，速效磷含鼙为3．o一一4。3PPm，速效钾为loo一～140PPm。

三级土壤：全区共26．15)7亩，占全区总耕地7nf移{的1 5．95％，占灌溉耕地面积的36．99％。

这一级土壤主：要是黄黑垆土，风沙土和多砾质薄体褐淤土，地势大平、小不平、水源不足，

水浇地灌溉设施很差，质地砂壤一一rf．z壤，在30～--50C121之间有夹砂夹砾的障碍层，养分

含点!较低，均在六级左右。有机硬含嘬为0．5～～o．8％，全氮为0．0 4,7～一0．053％，速效

磷k 3一～2．5PP埘，速效钾90一～j10PPm。

ii；地耕地：上壤

山地耕地土壤分暇级，全区山地耕地≥b93．3万商，其巾：

一级土壤全区共8．4万亩，占全区耕地总衙积的5．t2％，l铂“地耕地醢f积的9．o％，这一

级土壤主要是棕壤，黑钙土和部分褐土。坡度在5度左右，有效土层大于80C1"12，质地轻壤

～～中壤，有机质含．一!t10。8一一l。2％，全氮含疆为0．054一一o。077％、，速效磷3一一4

PPm，速效钾王17一～-162PPm，这一级土壤，由jj二多分布在西部，无霜期短，热量条件较

差。因此，适宜种植麦、谷、薯类作物。

二级土壤，全区共j2。9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占山地耕地面积的13．89％，这

一级土壤主要是褐土，黄土和少部份黑垆土。坡度5一一10度，相对高程lO一一20米，有效

jli层50～～80Cm，表层土有轻度侵蚀，±壤养分含量属于4一～5级范围。有机质含量

0．6～一o．9％，全氮含量为0．045～一o．062％，速效磷含量2．5一～3．4PPm，速效钾含量

oO一一140PPm，质地轻壤一～中壤，是山地q1的中上等地，以谷子为例，单产在150斤左

右。

三级土壤：全区43．13y／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6．3％，占山地耕地面积的46．23％，这一

级土壤主要是黄土和少部分褐土，坡度在10一一15度之问，土壤含水量较少，钙积层较明

显，土壤养分含量属于5～～6级范围，有机质含量0．45一一0．88％，全氮含量0．032一一

0．057％，速效磷含量2．0～一3．0PPll"1，速效钾80一～120PPl21。中度侵蚀，质地轻壤～～

中壤，在40Cn3深处有碳酸钙淀积层。

四级土壤：全区共28．8l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17．57％，占山地耕地面积的30．88％，

这一级土壤主要是黄土和褐黄土，坡度>15度，侵蚀中度偏重，质地中壤，养分含量除钾

外，均在6级范围，有机质含量0．43一一O．6％，全氮含爱0．026一～O．030％，速效磷2．1～一3

P Pm，速效钾85～～100PPm。

由此可见，郊区的土地资源，数量较为丰富，质量优劣不均。这是在种植业区划上必须

提起注意的。

(二)种植业发展简史 。

1、种植业的历史

赤峰市郊区在办j史匕迅个森林茂密，水草肥美，人烟稀少的地方。据《聊斋志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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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蚣州至林西，平地险林八r：。i"1。11”。和《筹蒙刍议》记载“恒行百里，不见一人”。说明-J’

赤峰(松州)的门然景观和人¨密度。

宋代，出现⋯J“人』。§草庵贩屋，亦务农耕”， “所种皆以垄上，蔷虞吹沙所囊”的零星

而原始的农业。

元朝以来，种植业略一自4发展，开垦一些屯田，但因收获很少，仍以放牧谋生。

清朝雍正二年1t724年)实行“借地养民制"，凼晋、冀、鲁等地移民赤峰，垦荒种

地，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定居：炙业生产。至乾隆_{‘一年(1782年)赤峰移民已达22，378人，

共6，324户，并在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建村二十六个基础上，又兴建了I，405个自然村，

当时共有自然村l，431个。开始了大规模垦荒种植。

光绪32生f：(1906年)热河决定在热河省北部开垦荒地800顷，民国11年(1922年)开垦

荒地16，200顷，而实际连通赤峰共开垦50，000顷。

截至1949年赤峰市郊区耕地已达到i50多万亩。种植作物主要是谷了，结合种植糜黍、

莜麦等杂粮作物。

并且由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开荒撂熟的习惯。迟迟未能改变，从而造成了土壤肥力减退，

生态失去平衡。

建国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

生产出现了第一个飞跃。

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平均粮食总产量8，590．5万斤，比建国前

1945年～一1948年四年平均粮食总产887．4万斤，增长89．67％。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正确地估价了农村形势，在土地改革和

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制订了符合农村客观实际并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开展了

互助合作运动，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推』11了农、啦技术，粮食产量得到了持续

发展，五年平均总产为17，401．4万斤，比前期增长102．6％。

1958年一～1962年，第二个五年it戈,J期问，在发展中出现了一平二调和浮夸风，并有两

年发生了严重的早灾和一年水灾，使粮食生产发展速度慢了下来。1959年春早，五月份只降

了J 5．3毫米雨，1960年伏早，八月份只降了lO．7毫米雨。1962年的洪水灾害，七月份降雨

：259．4毫米，一次降雨量达82．1毫米。五年平均粮食产：，鞋一F降到15，835．3万斤，比上期下降

o．89％，比三年恢复时期增加84。34％。

1963一--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党中央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制订了“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网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在广大农村贯彻了《农业六十条》，

农业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五年平均粮食总产达到了17，137．8万斤，比上期增

长8．23％。

1966年至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吲期，五年平均粮食总产达23，538．6万斤，比上期增长

了37．35 9／5。

1971年至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平均粮食总产达到29，792．8万厅，比上期增

长26．57％，在“三五"和“叫五”两个时期内，由于片面的强调了以粮为纲，追求高产指

标，而忽视了全面发展，形成了单一种埴，提高了生产成本，出现了高产穷队。

1976年至1980jV第．=『f：个五年计划时期，改变了单一种植。扩大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粮

9



食作物面积由过去的180万亩，压缩到162万亩，五年平均粮食总产仍达到30，347．6万斤。

比上期增长1．86％，经济作物面积由过去2％增加到4％。高产穷队现象得到了初步扭转。

1981年是赤峰市郊区少有的干旱年份，全年降雨撬，西部308毫米，中部278．5毫米，

东部223．2毫米，在作物生长季节，持续8l天没落透雨。因而使粮食产量下降到25，450．7

万斤，比上期减产16．1 3％。

2、种植业现状

(1)农耕地分布及其构成

全区耕地面积165．7万亩(播利面积163．39万亩)其中水浇地|70．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

的42．66％。主要分布在阴河，西露嘎河，半支箭河，英金河，老哈河，羊肠子河，锡伯河

等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地，这些耕地的土壤主要是褐淤土和部分草甸土，是全区商品粮基地的

主要土壤。在播种面积中山地及早平地93．3y／亩，占播种面积的55．15％。其中黄绵土坡耕地

主要分布在打粮沟门，三眼井，木头沟，碾坊等中部地区，褐土性土，坡耕地主要分布在

东、西部乡镇的低山区，棕壤和黑钙土耕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大碾子，大六份一带。

(2)作物分布及构成

我区是以农为主，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农业区，在作物结构上，建国以

来的三十多年变化较大。

农作物结构变化与粮食产量表
单位：万亩、万斤、厅

年

度

时

期

}粮面
{食
；作
}物积

谷 子
占粮
且回
积％

玉 米

面积1
占粮
旦回
积％

高 粱
占粮
豆面
积％

总

产

量

10

单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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