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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

八字宪法
”

是农

业技衍科学中的革命

得 有 权

(禹列主义傲研粗 )

一
、 “

八字宪法
”
产生的历史根源与革命公义

农业是国民轻济的基础
,

农业生产不仅值接解决人俩 的吃阪穿衣等筒题
,

而且

与国家的工业化有着密切联系
,

在有五亿多农业人 口的我国
,

农业生产的发展更具

有特殊的意义
。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向拾予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极大的 重 砚 和 关

怀
,

毛泽东同志不但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创造性的发展
,

而且对于我国农

业生产的技术改造也作出互大的贡献
。

农业
“
八字宪法

”
是毛泽东同志对农民群众

丰富的生产径脸和农业科学研究成果的焉列主义的总桔
,

他第一次把我国农业生产

实践和科学知职桔合起来
。

因而 “
八字宪法

” 的制定有力的武装了农业生产战找上

的劳动群 众和农业科学工作者
,

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这是

农业技术科学镇域 中的革命
,

它不仅在生产实践上起着伟大作用
,

并且为农业科学

开胖了新祀元
。

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产生
,

不是一件偶然现象
,

这是我国鲜放后
,

在党镇导下

生产关系不断变革
,

农业生产方面引起的技术不断革彩沪勺桔果
,

特别是 58 年农业的特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出现
,

拾 “ 八字宪法
”
的提 出和完善准备了客观物霄前提

。

我国农业生产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

勤劳勇敢的农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

积 累了极丰富的轻脸
。

但是在残酷的封建刹削制度下
,

农民群众的削造和智慧是无

从发挥的
,

既使农民群众对自己的创造有所运用
,

也是零碎的并带有很大 的 自 发

性
。

解放后党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把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桔合起来相

互促进的方断
。

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首耍的
,

起决定作用的
。

因为
,

只有生产关

系的变革
,

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

才能施行技术革新大力发展生产
。

农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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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达速发展
,

间过头来又促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变
。

十年来我国农业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投工作
,

就是在这种辫征发展的过程中飞奔前进的
。

解放后不久
,

党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
,

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刹削制度
,

农民有

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

在此基础上
,

党和人民政府从各方面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

从

五 O 年至五二年国务院每年发布的
“
春耕生产 ” “

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 中一再强

拥提高和改进增产技术的重耍性
。

例如对兴修水利
、

增加肥料
、

改夏土壤
、

修筑涕

田
、

选用夏种
、

防治病虫害
、

繁殖耕牛
、

增修农具等各顶增产措施都有明确指示
。

轻过三年的努力
,

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
,

使棉粮产量都超过了战前

的最高水平
。

但是
,

小农的个休轻济既不能抵抗自然灾害的袭击
,

也无力进行较大温

模的技术革新和增产措施
。

党于一九五三年初又颁布了农业合作化的决定
。

在一九

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陆摺发表的
“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敲

”
与

“ 农业生产合作

社示范章程 ” 中
,

一方面规定了变个体轻济为集体轻济的方卦步骤
,

强调了合作化

是为了发展生产
,

合作化必须增产
,

只有增产了才能巩固合作化 ; 另一方面也群橱

列出了各项增产的技术措施
。

因此
,

在这一时期中
.

兴修水利工程的规模
、

新式农

具的增添与旧式农具的改革
、

土地的精耕翩作和深翻施肥
、

植保
、

复种
、

密植
、

田

简管理等农业增产技术措施施实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个休轻济时代
。

因此
,

不渝旱涝
,

都保征了年产量的逐年增高
。

在这样的基础上
,

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高

潮的到来
。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预兑到合作化的高潮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的空前高

涨
,

同时
,

根据已成熟了的全面施行农业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轻脸的条件
,

于一九
.

五六年毛泽东同志亲手拟定了农业发展桐要四十条
,

全面提 出了十二项农业增产措

施
,

这就是 : 兴修水利 ; 增加肥料 ; 改夏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 ; 推广 优 夏 品

种 ; 扩大复种面积 ; 多种高产作物 ; 施行精耕袖作
,

改进耕作方法 ; 改夏土壤
、

保

持水土 ; 保护和繁殖耕畜 ; 消灭病虫害 ; 开塑荒地
、

扩大耕地面积
。

在毛泽东上述

指示下
,

出现了五八年的伟大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的特大跃进
。

毛泽东同志又从一

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发晃了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相互联系相棘

相成的关系
,

于是将十二项农业增产措施进一步概括和提炼
,

发展成为农业的
“
八

字宪法
” 。

这就是土 (深耕
、

改夏土壤
、

土坡普查和土地规 划 )
、

肥 (合 理 施 肥

开辟肥源 )
、

水 (发展水利和合理用水 )
、

种 (采用夏种和培育夏种 )
、

密 (合理

密植 )
、

保 (保护植物
,

防治病虫害和增加钓械 )
、

管 (田简管理 )
、

工 (工具改

革 )
。 “

八字宪法
”
完善的概括了农业增产的全部因素

,

并使之得到粽合利用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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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农业大大增产
。 “

八字宪法
”
是党镇导的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不断革

靳的桔果
,

是毛泽东同志的精心杰作和伟大创造
。

“
八字宪法” 中的这一项或那一项措施

,

虽然在我国农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都

积累了不少的轻脸
,

农业科学工作者也曾作过不少的研究
。

但是
,

还未成系扰
,

也

未能全面胃彻和执行
。

只有轻过了毛泽东同志科学的概括和提炼
,

才使人刊清楚的

纵积到各项增产措施的密切联系与粽合利用的好处
。 “

八字宪 法
”
反映了农业生产

措施中普遍联系的客观规律性
,

它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大法—
宪法

。

农业生产的进

行
,

必须以这种
“ 宪法

” 作指导
。 “

八字宪法
”
不是可有可无

、

可多可少的八个项

目
,

在农业生产中
,

也可以另外找出一些办法
,

但这只能是
“
八字宪法

”
的补充

、

具体化或发展
,

不可能在
“
八字宪法 ” 之外另搞一奎

。 “
八字宪法

” 的威力和作用

在生产实践中已轻得到有力的征明
,

例如
,

在
“
八字宪法

”
尚未全面施行和提出之

前
,

从一九五 O 至一九五八年
,

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粮食为9
。

8%
、

棉花为 18
。

8%
,

而

全面施行
“
八字宪法

”
的一九五八年增产速度大增

,

粮盒为 35
.

1%
、

棉花为28 %
。

这锐明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

农业生产实践 的发展
,

必然要产生新

理输
,

而新理输一旦 出现就会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
。 “

八字宪刀
; ” 的形成和发

展
,

就是这样的
。

“
八字宪法

”
的意义是否仅限于解决了一些农业增产的技术周题呢 ? 当然这一

点是主要的
,

应当加以肯定
。

但是我俩还应孩着到
, “

八字宪法
” 还有其更深刻的

革命意义和作用
。

第一
, “

八字宪法
”
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

,

反过来又会巩固和促进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前进
。

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 过 程

中
,

曾出现过生产力的
“
机器决定谕

”
者

,

他俩错汲的敲为
“
浪有机械化就不能合

作化
” , “

合作化了
,

没有机器也仍然不能增产
” 等

。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实际

情况敲为要迅速发展生产
,

必须实行合作化
,

根据合作化的程度
,

捉出 了 切 实 可

行 的农业增产措施
,

就能达到年年增产
,

从而也使农业合作化得到 迅 速 发 展
。

在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

又出现了农业 增产的
“ 爬行渝

”
和资

产阶极友动的
“
土地报醚递灭湍

”
等流馨篇调

。

但是毛泽东同志剧看到了轻过人民

公社化运动
,

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

我国 目前虽不能大量使用机器
,

但是几亿农

民的共产主义斗志昂锡
,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

农业生产的潜力还会一倍甚至几倍

的场加
。

他提 出了
“
八字宪法

” ,

就极大的鼓励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

并把群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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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积极性变为高产的现实
。

5 8年以来的农业特大跃进的事实彻底教育了那些农业生

产的
“ 爬行湍

”
者和粉碎了查产阶极反动的

“
土地报酬递减渝

” 者
。

从这里可以看

出 “ 八字宪法
”
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周题

,

而且解决了没有机械化能 否 合 作

化
,

合作化后能否增产的简题
。

这是对焉列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

熨的耕扯规律新的直献和发展
。

第二
, “

八字宪法
”
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大法

,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投总路

找在农业战钱上的具休化
,

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 “
八字宪法” 的彻底贯

彻和执行
。

就能在农业生产上出现粗精不断的大跃进
,

就能达到多快好省
,

也就是具

体的实现了总路钱
。

特别需要指出的
, “
八字宪法

”
不仅有技犬革新的一面

,

而且
_

育

农业基本建投的一面
。

八项技术措施的敲真胃彻
,

必须同时从事八项措施的基本建

段工作
。

毛泽东同志早在
“ 关于农业合作化

”
一文中提到

“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爵划

时期中
,

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
,

技术改革为辅 ; … …在第三个五年

针划时期中
,

农村中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
。 ”

又在
“
关于 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简题
” 中也指出 : “ 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逐步发展

,

农业的日

县现代化
,

为农业服务的机械
、

肥料
、

水利建投
、

电力建我……等等将会
.

日 盘 看

多
。 ”

现在我国农村的社会改革已径大大的提前完成了
,

重工业建投也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
,

随着 “ 八字宪法 ” 的深入育彻
,

例如水利化的工程的兴建
、

化学肥料和农

钧的创造
、

农业机械的程度等等
,

都必将大大加快速度和扩大规模
,

从而我国农业

现代化的技术改造必将提前实现
。

把我国建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农业国已轻为

期不远了
。

第三
、 “

八字宪法
”
不仅是我国人民解决丰衣足食的现实法宝

,

而且是我俩改

造大自然
,

美化祖国的开始
。

勤劳勇敢的我国人民
,

几千年来不仅受着封建剥削和

压迫
,

同时还受着自愁势力的束搏和威胁
。

现在我国人民 已轻摆脱了社会压迫与刹

创
,

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
“
靠天吃阪

”
的境地

。

毛泽东同志的
“
八字宪法

” 用 “ 人

定胜天
”
的思想把我仍武装起来

,

教导我仍不是消极地屈服于 自然
,

而是向自然斗

争
。

我国五亿多农民
,

在总路钱和
“
八字宪法

”
鼓舞下

,

状志凌云
,

气吞山河
,

在

向天要粮的目杯下开展了 qlI 服大自然的工作
。
他们要敲高山低头

,

要就河水上山
,

耍高原水利化
,

坡地梯田化
,

沙漠夏田化
,

草原森林化
。

他仍要地耕如钱
,

地平如

棍
,

施行耕地园 田化
。

这样不仅要低产变高产
,

而且要徐化和美化我们生存居住的环

扭
。

诚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决裁中所指出的
“

过去人们轻常优愁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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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多
,

耕地少
。

但是 1 9 5 8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
,

把这种篇断推翻了
。

只要款城推

广精耕袖作
,

分层施肥
,

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里的高额丰产的释脸
,

耕地就不是

少了而是多了
,

人 口 就不是多了
,

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
。

这将是一个极 大 的 变

化
。

应 当争取在若干年内
,

根据地方条件
,

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

例如三分之一左右
.

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
、

种牧草
、

肥田草
,

另一部分

土地植树造林
,

挖湖蓄水
,

在平地
、

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叙的 观 尝 植

物
,

实行大地园林化
。

这样做
,

一可在农田上大大省水
,

省肥
,

省 人力
,

而且将大

大增加土壤的肥力 ; 二可大兴山水草木之利
,

大大发展农林牧付渔的粽合轻营 ; 三

可改变自然环境
,

美化全中国
。

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
,

全国农村中的人民

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 ” 由此不难毅想

, “
八字宪法

” 的贯彻实施
,

丰衣足盒的

幸福生活即将实现
,

优美瑰丽的大自然的改造工作也将得以实现
。

第四
、 “

八字宪法
”
是焉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农业科学 中的胜利

。

自然

科学本来并非上层建筑
,

没有阶极性
。

但是
,

研究自然科学的人 lRJ 是具有一定阶极

的世界观
,

他俩总是用一定的观点鲜释自然现象
。

在我国农业科学中
,

查产阶极的

理篇脱离实际与形而上学观点还起着很大作用
。

第一
,

他俩用孤立静 l上的观点看待

作物生长发育的特性与机能
,

因而款为栽培的 目的就是发挥作物
“ 固有不 变 的 特

性
” 。

他们敲为作物耐肥耐水等是有限度的
,

高产密植就要倒伏等等
,

从而也就改

变不了稀植低产的陈腐观点
。

这样在群众的高额丰产面前不是表现 为目瞪 口呆
,

就

是抱怀疑态度
。

其次在农业科学研究上他润惯于用机械 的形而上学方法处理作物的

增产措施
,

孤立的研究各项增产的因子
,

或者是用机械 的变动一个因子进行观察拭

脸
,

因而找不到高产的途径
。

甚至个别人死抱洋教条不放
,

越不出旧 育的 陈 规 戒

律
。

58 年以来农业大跃进的事实
,

清楚的表明了农业增产各项措施之简的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拍及各项措施粽合利用所起的伟大作用
,

同时农民密植或单株高产的事实

也规明作物的特性并非不变的
。

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提出

,

是辩征唯物主义思想对

农业科学镇域中青产阶极形而上学陈腐观点的胜利
,

也标志着焉克思列宁主义
、

毛

泽东思想在我国 自然科学中取得的首次的伟大胜利
。

二
、

以辩征唯物主义砚点和毛泽东思想正确的对待和运用
“ 八字宪法

”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
,

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取得所需的农产品
。

但是
,

农作

物是一种活的生命体 作物的各个部分
、

器官之简
,

各种机能之简
,

个体 与群休之

简
,

都是有规律地联系着
,

而且又与生活的外界环境形成 一个不可分的挑一体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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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条件是十分复杂而且轻常变化
,

而我俩所耍求获得的目的物—
、 定皿高产的友

产品
,

在臀 与最上与作物本身及其外界条件
,

也还存在着一定矛盾
。

因此
,

农业生

产是一种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任务
,

正如焉克思所指出的
,

农业生产 “ 不能 象 真 正

的工业那样
,

镇先的准确的决定和管制
”

(查本湍二卷 283 直 )
。

但是
,

这并非挽
,

我俩在复杂困难的农业生产任务面前应当知难而退
.

畏兼不前
。

伟大的 自然改造者

米丘林曾轻告沂我俩
: “ 任何有机休的每一器管

,

每一种特性
,

每个粗成部分
,

以

及一切内外部分
,

都被裁有机休的外界生存环境所制拍着
。

植物的粗积所以能象它

境在那样
,

是因为它的每一部分都在推行着仅只孩种条件
,

可能的和必须的
,

一定

的功能
。

条件一旦改变
,

原有的功能也将变为不可能或不需要了
。

于是执行这种功

能的器官
,

就逐渐襄退下去
”

(米丘林全集第一卷 6 07 真)
。

米丘林十分清楚的告拆

了我俩生物与其生活环境的扰一性
,

并受环境条件的制拍性
。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实践
,

进一步把生物与环境挑一的理渝
,

控制与

改造生物发展的理湍推向新的阶段
,

制定了有效控制作物的全面有效的手 段 和 方

法
。 “

八字宪法
” 中的 “

土
” “

肥
” “

水
”
是根据作物外界生存条件所定下的丰产

基础 ; “
种

” “
密

”
是根据作物的内因特性和群体关系定下的最有效利用内外因素

所采取的丰产措施 ; “ 保 ” 用来克服外界不利因素
, “

管
” 为各项措施的实现与发

挥最大作用提供了保征 ; “
工

”
为各项措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

。

农业
“
八字宪

法 ”
从生物科学来轰不仅完全应 用了生物与环境挑一的理渝

,

而且最好的运用于生

产实践的 目的上 ; 从生产技术科学来挽
,

把生产对象
、

生产手段和掌握技犬的人最

丐妙的桔合起来 ; 从人的角度来羡
,

要求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

界
。

因此
, “
八字宪法

”
在农业生产上能发挥出无穷的威力

。

我仍在学习与运用
“
八

字宪法 ”
时 ,, 首先就应孩根据毛泽东的一育指示

,

要
“ 冕物兑人

” ,

充分发摔人的

主观能动性
,

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条件和千方百爵的刽造人为条件
,

依据作物生长发

育的客观规律
,

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

下面就来淡敲运用
“
八字宪法

”
时应注惫的几

项原剧
。

(一 )
“
八字宪法

”
是相互联系相互制拍的扰一整体

,

必须粽合利用
、

相互配

合
。

“
八字宪法

” 中每个
“
字

”
有每个

“
字

” 的作用
,

但是每个
“
字

”
又与其它各

“
字

”
相互联系

、

相互制豹
,

只有相互配合得当
,

才能发挥最大增产效用
。

一般的

跳 : “
土

, , “
肥

, , r’
水

, ,

是基 础 ; “
种

’ ,

是 前 提 : “ 密
, ,

是中心 : “ 保
, , “

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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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
是保征

。

为什么这样挽呢? 因为
,

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地
,

根系 扩 张 的 空

简
,

离开了土壤 当然淡不到作物生长
,

就是不好的土坡桔构对作物增产也起着决定性

的影响 ; 肥料是供拾作物无机养分的来源
,

作物干物臀中的矿物臀虽占的比重不足

百分之十
,

但在作物生长发育期中却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 “
水

”
是作物生 长 的 命

脉
,

是生命体时刻不能缺少的成分 ; “ 种 ”
是扩大再生产的

“
查本

” ,

是对作物优

夏遣傅性的利用
。

在
“
土

” “
肥

” “
水

” “
种

”
的基础上

, “ 密 ”
是增产的关键

,

只有
“
密

”
才能使

“
地尽其利

”
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需要

,

至于 “
保

” 、 “ 工 ”
、

“
管

” ,

虽然不是我俩追求的道接目的
,

却是达到目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

以上八项

措施
,

包括了农业生产的全部条件
。

至于光照
、

温度
、

空气等虽然是作物生来所不

可缺少的重要 因素
,

但是今天在大田生产中还不能刽造和改变这些因素
,

而且在以

上八项措施中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条件的利用
。

八项措施
,

不仅各有各白作用
,

更重要的是它们之简的 相 互 联 系 和 相 互 制

拍
。

只有八
“
字

” 很好配合
,

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

因为我们的耍求是最大的高产
,

所以就以
“ 密 ” 为中心展开了配合活动

。

合理密植是达到高产的关键
,

只有合理密

植了
,

·

才能增加单位面积上的有效株数
,

才能绚最大限度 的利用土壤的肥力
、

水分

和空中无尽藏的空气和阳光
。

但是合理密植必须有其他一系列的措施跟
_

L来
。

农民

群众挽 : “
庄稼一枝花

,

肥水来当家
” , “

有收无收在于水
,

多收少收在于粪
” 充

分挽明了肥
、

水对作物的重要作用
。

合理密植必须增加施肥是和灌水量
,

否 lllJ 就不

可能最有效的增产
,

这巳在 1 9 5 8年以来的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征明
。

不仅肥料

与油水和密植有密切相关
,

就是肥和水之简也是互相制拍的
。

大量施肥后
,

土壤无机

盐类的浓度增高
,

必须适量灌水
,

作物才能吸收
,

否 lHJ 不但减低肥效
,

甚至会把庄

稼
“ 境死 ” 。

反之
,

施肥对灌水也有一定作用
,

施用大最有机肥料
,

可以改豆土壤团

粒桔构
,

因而增加土壤的夏好保水能力
。

大里的施肥灌水与土壤深耕又有道接的关

系
,

土壤深耕不足
,

一 lllJ 无法供拾密植后作物根系伸张 的空简
,

再 lRJ 也不能 容钠作

物所需的大量肥料和足殉的水分
,

农民曹貌
“
深耕长谷

,

浅耕长壳
” “ 深耕密植得

珠宝
,

浅耕密植得稻草
”
土壤深翻

,

桔合分层施肥
,

就能改夏土壤温度
、

空隙度
,

加速土壤熟化
,

扩大好气性土壤栩菌的活动地盘
,

增加了土壤肥力和保水力
,

拾作

物根部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

另外
,

深耕深翻对消灭难草和病虫害也起着一定的

炸用
。

合理灌水
、

施肥
、

深耕对作物具各有不同的作用
,

但是三者配合进行
,

对作

脚生长发育就能起更夏好的作用
。

水
、

肥
、

土相桔合
,

抬作物生长打 下了 夏 好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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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保扯了作物的
“
根深叶茂

”
植株健壮

,

从而拾后来的开花桔实准备了 前 提 条

件
。

对作物来羡
,

水
、

肥
、

土都是作物增产的外因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输中挽 : “
唯

物拼征法敲 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

水
、

肥
、

土的外界条件
,

通过作物内部原来优夏的特性更能起最好的作用
。

因此
,

选用夏种对增产也是很重要的条件
。

反过来挽
,

夏种特性也只有和夏好的外界条件相

联系
,

才能发挥其高产特性
。

但强刹夏种的重要性
,

并非
“ 品种决定箫者

” ,

不能把

夏种抱对化
,

因为夏种也会因栽培条件发生而变化
。

所以
,

我们一方面要选择当地

最合适 的夏种 ;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他各项措施
,

这样才能保征高额丰产 ; 特别在

密植的条件下
,

过去敲为不适用的品种
,

现在也有了栽培的价值
。

因而决不能以不

变的或孤立的观点来看夏种的筒题
。

“
水

, , 、 “ 肥
, , 、 “

土
, , 、 “ 种

’ , 、
“ 密

, , ,

都是为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

但

我俩还应估爵到
,

外界生物可能的危害作用
。

番如
,

上述各项措施作的好
,

固然可

以消灭一部分病害
、

虫害
、

杂草并加强了作物的抗逆力
。
但是密植多肥

、

湿溜的情况

下又往往容易引起病
、

虫的擎生和蔓延
。

因此
,

病虫防治工作必值高度重砚
。 “
保

” 、

“ 密
, , 、 “

肥
, , 、 “

水
, , 、 “

土
, , “ 种 ”

是紧密联系着的
。

上述六项措施只是为丰产准备了条件
,

因作物是生长变化的
,

外界气候风土也

是变动无常的
,

只有通过精韧及时的田简管理才能根据变化的情况把上述六项措施

有机的配合起来
。
因此

,

田简管理最富有实践性
、

灵活性和机智性
,

最需要坚毅
、

大胆
、

韧心和革命精神
。

在 田简管理上充分表现了
“ 人定胜天

”
的作用

。
田简管理

霄彻于生产的全部过程
,

通过它把上述各项措施紧密的配合起来
,

付猪实施
。

总之
,

短过 田简管理
,

采取粽合措施
,

发挥有利因素
,

排除不利因素
,

促使作 物 健 壮 生

长
,

才能把丰产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

生产工具是解决劳动力不足和提高劳动生产举的主要手段
,

在各项丰产措施大

大加强
,

栽培制度和栽培技术提高的情况下
,

如果没有适合的工具
,

其他各项措施

都有落空的危险
,

所以工具改革和其他各项措施也是相互联系
,

相互制构的
。

如密

植就必填投 爵适合于密植条件和要求的播种机以及人上降雨等投备
。

其他各项 田简

管理工作也需要各种农具有一系列的改革
。

“
水

, , 、 “
肥

, , 、 “
土

, , 、 “ 种
, , 、

“ 密
, , 、

“ 保
,, 、 “

工
, , 、 a管

一
是一个

相互联系相互制粕的抗一整体
,

这是由生产活动的客观甜要所决定的
,

其中缺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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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召 、

节

犷

何一项
,

其他各项就不能发挥充分的效用
。

因此
,

在实际生产或农业科学研究中必

须反对那种片面的各持一司的观点
。

究竟如何才能增产 ? 过去有 的强调水
,

有的强翻

肥
,

有的挽夏种是第一
,

有的又羡工具改革最重要等等
。

所有这些意冕
.

虽各有一

定道理
,

但都是不钩全面的
。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 第一
,

由于受过大查产阶极育

业分科和理篇脱离实际的影响
,

各惠业的工作者所学既十分狄隘
,

又不 愿 互 通 声

气
,

因而对研究
“
八字宪法

” 的粽合利 用造成了很大困难 ; 第二
,

由于受机械的形

而上学观点限制
,

在科学研究的投升和分析中
,

习惯了将各个因子
,

孤立起来进行

观察献脸
,

将它仍的联系筒单化
。

桔果就得不出完全正确的桔输
。

“
八字宪法

”
的粽合措施已愈来愈清楚的显示出八

“ 字 ”
之简相互联系和相互

制拍的紧密关系
,

改变了一个因素
,

就要牵动其他很多因素的改变
。

近来人们虽已

往惫各项因子的粽合运用
,

但是这种粽合运用
,

必须以辩赶唯物主义方法作指导
,

决不能用简单的
、

机械的方法对待
,

须要在其有机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
,

运用科学

扰针方法加以分析解剖
。

(二 ) 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物制宜
,

既抓中心关键
,

又填全面照颤
。

由于农作物的种类品种不同
,

作物生长发育各阶段的需要不同
,

各地的条件不

同
,

使
“
八字宪法

”
的运用和掌握十分复杂

。

因此
,

仅仅了鲜 “ 八字宪法 ” 的一般道

. 理并不一定能解决增产简题
。
因此运用时必填建立

“
从实际出发

” , “ 一决定于时

简
、

地点
、

条件
”
和抓主要矛盾的观点

。

毛泽东同志在
“
矛盾谕

” 中教导我佣脱 :

“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 的韶

,

其中必有一种是重要的
,

起着领导的
、

决定的

作用
,

其他 lllJ 处于次要的服从地位
。

因此研究任何过程
,

如果是存在着雨个以上矛盾

的复杂过程的括
,

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

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
,

一切简题

就迎刃而解了
· · ·

……千万的学筒家和行实家
,

不懂得这种方法
,

桔果如隧烟海
,

找

不到中心
,

也就找不到鲜决矛盾 的方法 ” 。 “ 八字宪法
” 因时

、

因地
、

因作物种类

品种以及作物的各个生长发育期 都有不同的重点
。

因此
,

我俩就要根据不同情况抓

中心关键
。

在
“
八字宪法

”
中

,

实践征明 “ 密
”
字是中心环节

,

围抉这个中心配合其他各城

拾施才能获得高产
。

只有密植了
,

在单位面积上
,

才能得到最多的穗数和粒数
,

才

能充分利用地力
、

空气
、

阳光等条件
。

有些人囿于旧习
,

只从作物个体情况出发强翻

稀植
,

敲为稀植才能穗大粒她
,

他们不了鲜稀植
,

就作物个体产量来耕
,

虽然增加

了
,

但从单位面积总产里来看
,

lRJ 恰得其反
,

这是 195 8年以来各地丰产轻脸所征呢

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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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
。

因此
,

在各地稀植习饭尚未破除之前
,

必须强拥密植的重耍作用
。

但是密植

程度还因各地气候条件与作物种类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异
。

例如同一作物在南方高温

多雨地区
,

其密度就应比北方干燥地区为低 ; 小麦
,

水稻等丛生作物的密度应较棉

花
、

玉米等植株开张性的作物为高
。

抓住了密植这个增产的中心环节
,

还必须有其他各项措施作有力的配合
,

才能

最移达到高产
。

因此
,

既抓 巾心
,

又要全面照顾
。

例如密植后容易出现倒伏筒题
,

有

的人对这个周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抗倒伏的
“ 品种 ” 、

或什么
“
圣丹

” “ 灵莉
” 的

发明上
。

我们敲为倒伏朗题必须解决
,

但是要有正确的解决方向
。

抗倒伏品种的选

育和莉剂的研究都是重耍的
,

但更重要的是应盏从作物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与外界

条件的关系中加以研究
,

从
“
八字宪法” 的相互配合加以研究

,

这样才能得到妥善迅

速的解决倒伏简题
。

作物生长受外界季节和气候条件的严格限制
,

在它长期的影响下
,

形成了一定的

生长发育特性 ; 反过来挽
,

作物在其生长发育阶段中对外界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
.

因此
,

根据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和作物生长发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
,

也应抓住主要矛

盾
。

也就是挽根据作物生长发育时期
,

把各个时期中主要措施找出来
。

例如
,

由于

作物地上部分的发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下部分的状况
,

因此在播种前
,

土地的深

耕
、

施基肥
、

选种便成了主要工作
。

在苗期别主要抓
“ 苗密

、

苗全
、

苗匀
、

苗壮
, f .

的管理工作
。
返青

、

拔节
、

抽穗
、

抽苔
、

灌浆等时期
,

灌水施追肥等措施必须很好

跟上
,

“ 施肥要施得好
、

施得巧
” ,

灌水要 “ 看天
、

看地
、

看时
、

看苗
” 。

群众在水稻栽

培上所创造的
“
干干湿湿

”
灌概法和

“
三黄三黑

”
施肥法都是根据不同时期抓着了

主要矛盾而控制作物的最丐妙方法
。

根据作物不同生长时期
,

采取不同的主要措施

并配合其他措施
,

不但满足了作物生长的需耍
,

而且防止了意外事件 (如倒伏 ) 的

发生
、

促使作物向人所需耍的方向顺利发展
。

“
八字宪法

”
不仅因作物的生长发育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

根据地区 的 不 同 条

件
、

习惯
、

轻脸
、

技术水平也应首先解决关键简题
,

例如干旱地区
,

首先猛攻水利

关 ; 缺肥或缺乏施肥 习惯地区
,

就要大力积肥施肥 ; 稀植地区就耍首先抓合理密植

的简题 ; 劳力不足地区
,

就要大阁工具改革等等
。
这虽然多属于

“
八字宪法

”
基本

建投方面 的工作
,

但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者
,

也不能不加重砚
。

(三 ) 注惫盆变霄变关系
,
掌握适度原则

,

作到合理
。

“
八字宪法

”
堵产的事实

.

是由5 8年以来的农业大跃进征 明 了 的
.

但 是
,

在

,

户
了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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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宪法 ”
执行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个别失敢事例

,

能否就此怀疑
“
八字宪法

” 的

正确性呢 ? 当然不能
。

个别失败现象是执行的过程思想机械片 面所致
,

而不是
“
八字

宪法
”
本身的朋题

。

列宁曾告拆我们 : “ 任何 真理如果他视得过火
,

大吹特吹
,

越出

了它实际上所能应用的限度以外
,

便可以弄成荒馨艳 渝
,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

甚至

必然被 弓1到荒谬栖渝的地步
” ,

(列宁文选7 27 真 )
。 “

八字宪法
” 本身完全正确

,

.
周题在于应 用它的人是否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

。

有人片面认为
,

密植
、

深耕
、

多肥等措施既然可以增产
,

好象愈密愈好
,

愈深翻愈好
,

肥施愈多愈好
。

他们把籍助

于高极生命活动—
农作物— 所进行的生产过程与籍助于原料机器所进行的工厂

生产同等看待
。

只注意数量的增加
,

而不估爵作物本身的需要与可能
,

拮果必然导

致失败
。

就密植来脱
,

并非愈密愈好
、

一般而渝
,

密度的增加必须注慧作物个体与群

体之简的关系
,

作物各个器官与机能之简的关系
,

从而考虑苗
、

株
、

穗
、

粒之简矛
盾的适当解决

,

植株的增加
,

要以不影响或很少影响穗大粒鲍
,

从而在单位面积上

热到最高 的产量
。

其他各项措施的运用也是如此
。

深翻应当适度
,

不能使作物生长

的熟土层 为生土层所代替
,

施肥不仅要满足作物需要
,

还需考虑径济价值等等
。

根据

拼征法的观点
,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霄 (作物的霄就是其各种特性特征的粽合表现 )和

量 (作物各种特性的显现程度和外界条件供拾里有密切关系 ) 的规定性
。

霄和里的

扰一构成一定的 “ 度
”

(正长状态 )
。

t 的变化引起育的变化
,

新霄又要求新且
,

臀是总是扰一的
。

因为生物是与外界环境抗一的
,

从作物正个生长发育过程或某一

发育极段来看
,

对八项措施的外界条件都有一定的要
{
求

。

措施适当
,

呢使作物正常

发育
,

达到我们预期的桔果
,

措施不当
,

破坏作物的正常发育
,

引起坏 的失 欺现

象
。

因此
, “

八字宪法
”
的运用必须注意合理

,

我仍所要求的是合理密植
、

合理施

肥
、

合理灌溉等等
。

只有八项措施合理了
,

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

三
、

保卫
“
八字宪法

” 必须坚持政治拼帅
,

反对右倾

“
八字宪法

” 是党的镇导的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
,

是毛泽 东 同 志 运

用焉克思列宁主义总桔农业生产实践的最新科学成就
,

是我国农业科学中的新生事

物
。

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

总是会遇到一切守旧
、

落后势力的反对
。

因此
, “ 八

字宪法
”
胃彻和推行

,

不仅是一项韧致的技术工作
,

而且是一填严重的思想斗争
`

因此
,

第一
、

耍保卫
“
八字宪法 ” ,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污蔑
,

克服

右倾保守思想
,

大力宣傅
“
八字宪法

” 。 “
八字宪法

” 的育彻施行关系到农业生产

方面坚持总路钱的简题
,

关系到农业生产是鼓足干劲
、

多快好省还是畏难泄气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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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差费的简题
。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由于他仍不满意党的总路找
,

但又不能动摇党

的总路钱
,

于是就斡而攻击总路栈的一个侧面—
农业

“
八字宪法

” 。

他俩不看 “ 八

字宪法
” 的伟大成就

,

而抓住 “
八字宪法

”
施行中的个别缺点

,

对 “ 八字宪法
” 展开

了全面攻击
,

他仍挽
: “ 密植减产 .

, “ 多肥倒伏
” , “ 深翻不科学

” , “
大修水

利浪费人力
” , “ 反复进行工具改革劳民伤财

’ 犷 , “
管理园田化是 形 式 主 义 ” ,

“
推广夏种违反因地制宜原 lllJ

” , “
没有洋药不能防治病虫害

”
等等

。

把
“
八字宪

.

一

法 ” 视得一无是处
。

当然
,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没有力量阻挡
“
八字宪法

”
的旺盛

的生命力的
,

但是也应估爵到他仍的破坏和腐触作用
,

因而必须拾这些藩渝以有力

的反驳
、

以保卫
“
八字宪法

” 。

除了那些心怀不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外
,

有右倾

保守思想 的人
,

他们 “ 因循守旧
” , “

抱残守缺
” ,

利用旧的习惯势力来向
“
八字宪

.

祛 ”
斗争

。

他们虽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所区别
,

但这也是与总路栈的精神根本相

违背和阻碍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的
,

必填对他仍进行挽服教育
。

我们要提倡大胆革

新的共产主义风格
,

以无阶极的世界观来看待 “ 八字宪法
” ,

保护促进新生事物的

成长和发展
。

.

第二
、

加强学 习辩征唯物主义
,

克服形而上学观点
,

反对农业科学中的查产阶

极陈腐渝刹
,

正确运用
“
八字宪法

” 。

列宁曾径指出
“
任何 自然科学

,

任何唯物主

义
,

若拿不出有力的哲学上的湍赶就低挡不住查产阶极观念的攻击
,

也阻止不了查

产阶极世界观的复辟
” 。

(希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第五真 ) 查产阶极世界观还未得

到根本改造的人
,

本来对新生尊物就不容易接受
,

再加上理渝脱离实际与查产阶极

的学术观点
,

对
“
八字宪法

”
就会有更大的距离

。

他们以知积分子的轻浮态度对待

“ 八字宪法
” ,

敲为没有什么新奇
,

只相信 “ 洋
” ,

不相信
“
土 ”

,

看不起群众的

创造发明
,

不相信群众的丰产事实
。

轻过教育大革命与农林院校的劳动下放
,

多数人

的看法虽有所棘变
,

但对
“
八字宪法

”
的作用

,

还没有引起足殉的重砚
。 “

八字宪

法
”
粽合利用的研究还未提到首要地位

,

而且由于查产阶极形而上学观点的限制
, ’

在蜡粽复杂的 “ 八字宪法
”
的研究面前

,

又显得软弱无力
。

因此
,

我仍必须大力提

倡学 习毛泽东思想
,

运用耕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 “ 八字宪法
” ,

以满腔 热 情 苦

心级研的精神来对待
“
八字宪法

” ,

下决心
,

立大志
,

克服一切畏难情褚
,

鼓足干

劲
,

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拭脸工作
,

全力来丰富发展
“
八字宪法 ” ,

为创立我国先进

拍农业科学而奋斗
。

第三
、

深入实际
,

向群众学习
,

总桔群众先进拯脸
,

使 “ 八字宪法
”
不断得封

尸

几

小



第 2期 福有权 :毛津东同志提出的
“
八字宪法

”
是放业技术科学中的革命 幼

提高和普及
。

农民群众是
“
八字宪法

” 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 “

八字宪法
” 的伟大生

命力就在于它的群众性和实践性
,

农民群众生产斗争的实践是
“
八字宪法

” 的真正

来源
。 “

八字宪法
” 产生于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

,

同过头来又服务于群众的生产实

践
。

因此
,

我们研究和贯彻
“
八字宪法 ” 也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教导

“
从群众中

来
,

到群众中去
” , “ 将群众的惫晃 (分散的无系杭的意晃 ) 集中 起 来 (轻 过 研

究
,

化为集中的系枕的惫兑 )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傅解释
,

化为群众的意晃
,

使群众坚

持下去
,

冕之于行动
,

并在群众行动中考脸这些意晃是否正确
。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

中起来
,

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

如此无限循环
,

一次比一次更正确
,

更生动
,

更丰

富
。 ”

根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方向
,

深入群众
,

深入实践
,

虚心 当小学生
,

重砚 和

总桔群众的先进径脸
,

提升为理渝
,

丰富
“
八字宪法

” ,

指导生产
。

我们进行
“
八

字宪法
” 的献脸研究

,

还须从实际出发
,

解决生产中急待解决的简题
。

使我们 的学

习和研究都服务于生产
,

这样既能很快的普及
“
八字宪法

” ,

又而很快的提高
“
八

字宪法
” 。

“
八字宪法

” 的产生及其在我国农业生产上发挥史无前例的伟大作用
,

是党镇

导的桔果
,

是毛泽东的匠
,

心的创造
,

我仍农业科学工作者
,

要在毛泽东思想缸旗指

引下
,

作农业科学战找上的尖兵
,

为祖国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而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