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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与当代启示
徐克歌

（重庆交通大学 思政教研部，重庆 ４０００７４）

［摘　要］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毛泽东、

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实践经验，近代以来中国严峻的灾荒形势是其

形成的社会背景。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灾荒防治问题，对灾荒防

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思想：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灾荒防治的根本出发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灾荒防治的首

要任务；重视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是灾荒防治的重要举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灾荒防治的有

效手段；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相结合是灾荒防治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他长期重

视和领导灾荒防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灾荒防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

事求是地总结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对于推动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应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灾荒防治工作的首位；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

全，为救灾工作保驾护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高全社会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加强党和政府在救

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多元救灾主体共同参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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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

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

展。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

在灾荒防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并不断总

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思想。

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总结其经

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做好今后的灾荒防治工作，促

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前，学界对邓小平灾荒防

治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

主要内容及其当代启示进行考察、概括，以期对当前

和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有所启示。

　　一、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马克思、恩格

斯的灾荒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周恩来

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实践

经验，近代以来中国严峻的灾荒形势是其形成的

社会背景。

１．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文化条件
纵观中国历史，灾荒防治思想源远流长。古代

人认为，发展农业是防治灾荒的基础。《管子·治

国》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兴利者，利农事也；

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又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

则粟多，粟多则国富。”［１］（Ｐ４６）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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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中国古人还强调要有仓储思想，《礼记·王

制》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

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

溢，民无菜色。”［１］（Ｐ４７）针对中国古代频发的水旱灾

害，明代人宋濂认为水既能对人类造成灾害，也能利

用它为人类造福。《明史·河渠志》有记载曰：“夫

润下，水之性也，而欲为之防，以杀其怒，遏其冲，不

亦甚难矣哉！惟能因势利导之，可蓄则储水以备旱

賛之灾；可泄则泻水以防水潦之溢，则水患息，而于

是盖有无穷之利焉。”［１］（Ｐ４７）除此之外，中国古人对

植树造林的重要性也早有认识。管子说：“十年之

计在于树木，为国者当谨山泽之守。”《宋史·太祖

本纪》说：“开宝中，诏缘黄河、汴河、清河、御河州

县，准旧制踨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１］（Ｐ４８）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人形成了兴修水利、重

农贵粟、扩大积储 ３条积极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

自然灾害不计其数。灾荒防治思想已成为历代统治

者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其中尽管有历史和阶级的

局限性，但其对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灾民的生命保障

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灾荒

防治思想，为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

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２．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
灾荒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社会繁荣

与进步的巨大障碍，它的发生是任何时代都难以避

免的。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灾并不必然有荒，而

导致灾荒发生的往往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不合理

的社会制度。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就曾写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

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２］因此，人

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并按自

然规律办事。恩格斯在 １８７０年代就曾警告世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３］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

恶化的“灾荒”，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

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有所导致的恶果。对此，恩

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道：“现今的一切贫

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

造成的”，而且“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

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准备”。［４］马克思、恩格斯

的灾荒观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

本理论，它科学地揭示了灾荒的根源及其应对办法。

邓小平作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其

灾荒防治思想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灾荒观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

３．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实践经验
灾荒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关乎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影响到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

导人高度重视灾荒防治问题，并为之进行了积极探

索和实践。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针对解放区出

现的灾荒，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

各地必须大力解决，否则，将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进行。［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灾荒形势，毛泽

东站在对人民负责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战略高

度，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提出了兴修水

利、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而担

任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在其执政的２６年间，
始终关注着中国境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把对自

然灾害的防治与救济作为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头等

大事。他多次强调救治灾荒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指

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６］。如果

防灾工作做不好，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只有农

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才有基础。［７］

周恩来曾多次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并结合实际

提出了许多防治灾荒的理念和方法。毛泽东、周恩

来等关于防治灾荒的思想和实践，为邓小平灾荒防

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４．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近代以来，封建统治的日趋衰落、帝国主义的大

肆侵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国穷民困，使本来就很

薄弱的防灾抗灾能力更加低下，自然灾害带来的灾

难也更加严重。［８］据统计，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年的 ３７年
间，全国各地（尚未包括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

区）共有１６６９８县次（旗、设治局）发生一种或数种
灾害，年均４５１县次。在各种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水
旱灾害。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年，全国遭水灾共有７４０８次，
旱灾５９５５县次。［９］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组织下，我国灾荒防治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灾荒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１９４９年，我国东部发生旱灾，
华东、中南、华北、东北 ４大区域农田受灾面积
２１７４万公顷，受灾人口７９９万；１９５０年，淮河、海河
流域发生严重水灾，除西南区外，受灾农田面积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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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６万公顷，成灾面积５１２．２万公顷、成灾人口
３３８４万人，造成１９５１年春荒人口２０９３万人；１９５６
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种类繁多，灾情较重，这一年

全国受灾面积２２２７．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５３２．８万
公顷，成灾人口７３３４万人。［１０］自然灾害的频繁发
生，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严重影响。邓小平

亲身经历了我国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目睹了

近代中国以来的灾荒之多和灾情之重，体会到了灾

荒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１１］因此，邓小平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的灾

荒防治问题，并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实践。

　　二、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主要

内容

　　灾荒历来是困扰中国发展稳定的一大社会问
题。灾荒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邓小平长期的政治军事生

涯里，他时刻心系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灾荒防治的办法和措施。

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灾荒防治的根本出
发点

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始终将之贯穿到灾荒防治工

作中。１９４３年，为应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灾荒，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大

军队和民政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

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

帮助灾民种地，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１２］（Ｐ８１－８２）邓小

平一生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指出：“党的

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帮助人民

群众 自 己 动 手，争 取 和 创 造 自 己 的 幸 福 生

活。”［１２］（Ｐ２１８－２１９）１９７９年，他在党、政、军机关副部长
以上干部会上再次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

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

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

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

任何 问 题 都 容 易 解 决，任 何 困 难 都 能 够 克

服。”［１３］（Ｐ２２８）灾荒防治工作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关

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邓小平在灾荒防治工作

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身体力

行地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
灾荒防治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抵御任

何自然和社会的风险。［１４］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深知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不能有效地

防治灾荒，甚至可能会加重灾荒。因此，为了有效地

预防和治理灾荒，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御敌人对太

行山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邓小平就提出了“增加

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并且在根据地

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

胜利。１９４３年７月，他在总结太行山区根据地救灾
渡荒工作经验时说道：“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

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

济的基础，……正是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和

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１２］（Ｐ７９－８１）新中国成

立后，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社会主义新

生政权，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

１９８５年，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奋斗
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希望大家放开

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１５］（Ｐ１０９）同

年４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的谈
话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不发展

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

主义要求的。”［１５］（Ｐ１１６）

３．重视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是灾荒防治的
重要举措

食物短缺是灾荒的主要特征之一。当灾荒发生

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粮食短缺、衣食困难。因此，

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储备对防治灾荒来说尤为

重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

的基础。毛泽东也曾多次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农业思想，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早

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他就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

业，则是生产的中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

谁就有了一切。”［１２］（Ｐ７９）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依然

把农业生产作为防治灾荒的基础工作。１９６２年 ５
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指出：“我们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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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

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

题也解决不了。”［１２］（Ｐ３２２）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首先在农村

启动了改革历程，这与邓小平一贯重视农业的思想

是分不开的。多年后，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

出：“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

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１５］（Ｐ１５９）“从长远看，粮食

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

题。”［１５］（Ｐ１９２）可以看出，重视农业和粮食是邓小平灾

荒防治思想的重要构成。

４．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灾荒防治的有效手段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告诫

全党同志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战时期，他在领导太行山区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

中，就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

污。［１２］（Ｐ８２）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１９５７年４月，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
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

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

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勤俭建

国的本领。……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

斗。”［１２］（Ｐ２６２－２６６）改革开放后，针对社会上一些铺张

浪费、骄傲自满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经常记

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

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１３］（Ｐ２６０）１９８９年６月，邓小平
再次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

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

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１５］（Ｐ３０６）邓小平一再强

调要大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之风，意在鼓励人们想

方设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

断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为防治灾荒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

５．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相结合是灾荒防治的基
本原则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里，仅靠灾民个人和政

府的力量去救治非常严重的灾荒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需要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由全社会共同参

与。［１６］（Ｐ１７７）在邓小平看来，必须采取政府救济和灾

民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救治灾荒，并

最大程度地减轻灾荒造成的危害。１９４３年，邓小平
曾直接组织领导太行山区根据地的救灾度荒工作，

他在总结救灾经验时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

的社会救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

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有的是水利贷

款。合作社也发展起来了。正是通过政府救济和灾

民的生产自救，很多灾民借此度过了灾荒。”［１２］（Ｐ８１）

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负担，邓小平还及

时调整了财税政策并连续２次精兵简政。由于邓
小平的重视和根据地军民的努力，根据地生产有

了极大改善，各种副业，如“喂猪、喂鸡、养蚕、采药

等，都有增加”［１７］。救灾度荒的胜利，不仅保障了

灾民的生命健康，而且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多年的灾荒防治实践，使邓

小平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防治灾荒中的重要作

用，并且指出只要政府和群众团结一致，就一定会

战胜各种灾荒。

　　三、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对当代的

启示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长期领导灾荒防治
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灾荒防治

思想。认真研究和总结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对

于推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与和谐社会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
灾荒防治工作的首位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

具体应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回答了发

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解决了“为了谁”“依靠

谁”的发展问题。［１８］邓小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灾荒防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放在防治灾荒的第一位，充分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人为本就

是要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满意

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

主要标准。灾荒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在当前

和今后的灾荒防治工作中，应该始终坚持人民生命

利益至上的原则，将保障人的生存和生命安全作为

灾荒防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在灾难发生时，应第一

时间保护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及时修复灾

区的通车、通讯、供水、供电等“生命线”工程，及时

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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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灾荒防治工
作的物质基础

灾荒来临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灾民的基本生

存和生活问题。然而，大多数时候，由于灾情严重、

灾民众多，现有的物资储备难以有效满足灾民的基

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

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就成为防治灾荒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

发生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历代统治者都把“备荒”

作为防治灾荒的重要手段之一。邓小平在前人“备

荒”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经济、提高

社会生产力是防备和救治灾荒的首要任务。新中国

成立后，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始终把灾荒

防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兴建基础设

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措施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效遏制了灾荒的进一步恶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

政权。多年的灾荒防治经验告诉我们，先进的社会

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储备是防治灾荒的基础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任务，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夯实灾荒防治

工作的物质基础。

３．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救灾工作保
驾护航

农业是安天下、稳社会的基础产业，粮食是保

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重视农业，搞好粮

食生产，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也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的救灾经验告诉我

们，粮食总量不足是灾荒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灾

荒实际上就是粮荒。毛泽东就曾说过：“手里有

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１９］（Ｐ８４）无论

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粮

食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增

长，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但面对严峻

的自然灾害形势，粮食安全仍然是一个必须常抓

不懈的重大问题。历史经验证明，重视农业生产，

加强粮食储备是防治灾荒的重要举措。一旦农业

生产落后，粮食供给不足，就极可能会导致大范围

的灾荒。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

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因此，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站在防治灾荒的战略高度看

待粮食问题，切实保护耕地，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４．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高全社会对灾荒的忧
患意识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宝贵经验。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

时，强调要发扬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精神，并决定在

全国开展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活动，通过

教育使人们自觉做到勤俭节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
很大提高，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

展不平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旧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

盾。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不断增强对灾荒的忧患意识。２０１３年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

在深入开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坚持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应时刻

保持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断

积累和扩大社会的物质财富，为今后的防灾救灾工

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５．加强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积
极构建多元救灾主体参与模式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不要说过

去，就是近几年也大灾不断：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我
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８．０级特大地震；２００９
年春夏，“甲流”传染病横行；２０１０年春，南方５省又
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青海
省玉树地区发生里氏７．１级地震；２０１１年春夏，长
江中下游地区严重干旱；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甘肃岷
县发生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灾害；２０１３年４月，四
川雅安发生里氏７．０级地震。这些巨灾大难使生灵
涂炭、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

援下，中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抗灾，使灾

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防灾备荒、抗灾救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

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取得防

灾救灾的胜利。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灾害形势依然

严峻，灾荒防治工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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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下，号召全民共同参与防灾救灾，提高风险防范

意识和灾害自救能力；加强对公众的宣传与教育，发

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与社会其他力量的作用，构建政

府主导、多元救灾主体参与的防灾救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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