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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学” 研究框架构想 　

“灾难学” 研究框架构想
——— “灾难学研究丛书” 代序

李明泉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灾难、 应对灾难、 抵御灾难、 战

胜灾难的历史。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世界各国仍然面临着来自大自

然和人类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不同灾难的威胁。 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加强

公共应急管理, 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一、 面对灾难, 社会科学不能缺席

在灾难面前, 自然科学对 “灾害学” 的研究日益深入。 一些国家创办了

研究灾害的报刊, 1976 年美国创办报道地震、 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研究计划与

活动的 《自然灾害观测者》, 后来又创办了报道火山喷发、 野生生物变化及其

他灾害的 《科学事件快报》; 英国创办有 《灾害管理》, 日本创办有 《自然灾

害科学杂志》, 瑞典创办有 《意外事件·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通信》 杂志等。

1986 年 12 月, 我国第一家专门研究灾害问题的学术刊物 《灾害学》 在西安

创刊。 之后, 《中国地震报》、 《中国减灾》、 《中国减灾报》、 《自然灾害学报》

等相继问世。 各国积极开展 “灾害学” 研究, 在灾害的基本性质、 成因过程、

灾害后果和运动规律以及如何防灾减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

1987 年 12 月 11 日第 42 届联大通过的 169 号决议, 将 20 世纪最后十年定为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IDNDR), 简称 “国际减灾十年”, 目的是加强国

际间的合作,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灾害来临时尽可能把人员损失及社会经

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这时起, “灾害学” 研究进入新阶段。 美国、 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经验, 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防灾减灾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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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我国一系列迅速及时、 科

学有效的抗震救灾重大举措,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成为 21 世纪初人

类抗震救灾、 灾后重建的典范。

2008 年 10 月 8 日, 胡锦涛同志 《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

话》 中深刻指出: “一个善于从自然灾害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民族, 必定

是日益坚强和不可战胜的。”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是一个永不停

息的过程, 规律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现象的不断往复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才能更明确地被人们认知。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锲而不舍

地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 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 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

谐的能力, 就一定能够不断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就

一定能够做到让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 让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 ①
 

胡锦涛同

志的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 是指导我们认识自然、 利用

自然, 防灾减灾、 造福人类, 开展 “灾难学” 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在灾难面前, 研究灾难规律, 构筑系统化的防灾减灾体系, 社会科学不

仅不能缺席, 而且应该与自然科学一道, 以人类的思想智慧和科学技术来共

同构筑抵御抗击各种灾难的坚强壁垒。 1976 年美国出版的 《自然灾害风险评

价与减灾政策》, 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灾害影响、 减灾费用和效益作了详细探

讨。 1980 年的 《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 包括了减灾政策的效用分析等内容。

印度籍学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 《贫困与饥荒》 以巴基斯坦、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大饥荒为例, 用权利的方法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

因。 社会科学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关注对灾难成因和影响的研究,

已经显示出科学的力量。 但是, 正如比利时根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福莱迪

(Frank
 

Furedi) 指出的: “人类在灾难学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 几乎可以说这

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②因此, 建立一门跨学科、 综合性的研究灾难应

急管理及其恢复重建规律的 “灾难学”, 已成为十分迫切需要的科学研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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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二、 灾难学的概念范畴和性质

1. 灾难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灾难学以灾难为研究对象, 以防灾减灾为学术使命。

那么, 什么是灾难? 通常认为, 灾难包括自然类灾害, 如地震、 洪涝、 干旱、

雪灾等; 技术类灾害, 包括误操作、 病毒等; 生物类灾害, 包括虫害、 瘟疫

等; 社会类灾害, 包括交通事故、 矿难、 建筑倒塌、 群体踩踏、 恐怖袭击等。

我们所指的 “灾难”, 是按照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 影响广

大民众生活范围的大小来划分的。 如一次医疗事故对一个家庭是灾难, 但它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面很小, 难以形成社会性灾难。 对灾难的界定, 尚未有量

化的衡量标准, 我们只能从灾难的深广度、 波及面、 受损量等作出现实的判

断。

灾难是危机, 但并不等同于危机。 灾难是造成既定破坏事实的存在, 危

机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危机首先是一种困难状态, 一种经历挫折的过程。 危

机又和一般的困难、 常见的挫折不同, 它的程度比较严重, 发展下去就会导

致失败、 崩溃或死亡。 危机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个人危机、 家庭危机、 企业危

机、 国家危机和世界危机等; 按性质可分为情感危机、 信仰危机、 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 疫病危机、 生态危机等。 危机是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或正在过程

呈现的打乱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和惯性运行以及出现突发性危及人民生命生活

安全的事件等等, 危机可以造成灾难, 但也可以化危为机, 避免灾难。 譬如,

2009 年从墨西哥和美国引发的甲型 H1N1 传染病毒波及数国, 带来全球性疾

病传染危机, 但未造成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灾难, 尚在可控范围之中。 危机

是一种可变的现状, 具有不确定性; 灾难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后果, 具有

不可更改性。

从时间上看, 灾难过程可划分为孕育期、 潜伏期、 爆发期、 持续期、 衰

减期、 平息期、 恢复期、 重振期等八个阶段; 从空间上看, 灾难可分为灾源

区、 灾泛区、 重灾区、 抑灾区等四个区域; 从救灾行为上看, 可分为自救、

互救、 援救、 恢复、 重建等五种方式; 从防灾减灾行为上看, 可分为预测、

预防、 施救、 善后、 减灾等五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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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灾难学的学科性质

灾难学是一门研究灾难预测、 灾难防治、 灾难善后、 恢复重建过程中所

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学科。 它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

等各个领域, 与各个学科交叉互渗, 需要汲取各学科现有研究成果, 针对灾

难本身的突发性、 破坏性、 震荡性等展开综合性、 系统性、 实用性研究。

灾难学的基本学科特性具有公共性、 人本性、 科学性、 综合性等。 它要

求在学科功能上, 具有社会实用性和公共应急性, 甚至为普通民众所掌握所

运用; 在学科价值上, 具有生命至上理念, 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防灾减灾能

力, 提供守护家园能力, 提供恢复重建能力; 在学科属性上, 具有前瞻、 预

测、 防范能力, 具有周密、 缜密、 精细的防范把控和救助能力, 既能宏观把

握, 又能微观处置, 强化其科学理性精神; 在学科建设上, 具有融会贯通、

系统整合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 突出灾难学的理论-实践特性。 从而, 促使

灾难学根植于深厚的学科土壤, 展现其独有的学科魅力和学科价值。

3. 灾难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灾难学与 “灾害学” 关联密切, 但各有侧重。 如果说 “灾害学” 是自然

科学界侧重于研究灾害征兆预测及防灾减灾规律的科学, 那么, “灾难学” 则

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 共同应对灾难发生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切实推进灾后重建, 确保经济社会健

康持续发展的新兴学科。 经过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艰辛探索, 灾害学学科

建设日趋成熟, 并广泛应用于防灾减灾实践之中。 但是, 灾难学的学科建设

还是一片空白。

灾难学与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公共危机事件包括自然

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 并根据突发事件的

性质、 严重程度、 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分为四个等级, 从而作出相应的应急

预案。 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研究如何快速反应、 提高决策能力、 迅速组织实施、

制定相关法规制度等社会组织运行管理问题, 具有紧迫性、 务实性等特点,

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灾难学需要广泛汲取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理论与实

践经验, 加强防灾减灾能力, 使危机管理成为灾难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

源, 同时, 需要汲取其他众多学科的成果加以转化, 构建涉及哲学、 经济学、
400



◎ “灾难学” 研究框架构想 　

法学、 文学、 教育学、 管理学、 心理学等领域的交叉边缘综合性学科。

灾难学从 “灾难” 这个 “点” 切入, 推进经济社会这个 “面” 的系统研

究。 灾难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 其他学科是一种常态性研

究, 而灾难学则是一种瞬间性、 辐射性研究; 其他学科是一种从容的理性研

究, 而灾难学则是一种务实的应急研究; 其他学科是一种某个领域生产性、

技术性、 学术性的专门研究, 而灾难学则是一种防御性、 战略性的综合研究。

预见性、 前瞻性、 务实性是其显著特征。

4. 灾难学研究的基本原理

灾难学研究包括不可避免、 反馈策应、 害利互变、 标本兼治等四个基本

原理。 不可避免原理告诉我们, 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所引发的各种灾难无法完

全避免, 各种灾难所引起的负效应、 破坏力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同时, 人

类抗击灾难的信心和意志也是一以贯之, 不可更移的。 人类在与灾难的抗争

中所体现出的自救互救、 恢复重建的伟力和精神, 构成了人类不断战胜灾难

的恢弘史诗, 成为人类独有的精神财富。 反馈策应原理探讨各种灾难发生前

后的应急控制能力、 资源调配能力、 危机管理能力、 对策指挥能力等, 充分

发挥现代信息数字技术和新闻传媒的强大作用, 在第一时间周密部署, 把灾

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害利互变原理强调如何利用灾难去防灾减灾,

化害为利, 因势利导, 以较少的灾难代价推动人类不断进步。 标本兼治原理

突出治标的及时性、 有效性, 治本的战略性、 长效性, 将短期措施与长远对

策最佳结合、 辩证施治, 促使灾难转危为安、 化险为夷, 实现长治久安。

5. 灾难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灾难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概括起来大致有辩证法、 比较法、 统计法、 纠

错法、 预计法等。 祸福总相依、 利害在互变、 正反必相成, 事物总是遵循辩

证法规律, 推动事物量质互变、 对立统一, 螺旋式发展。 塞翁失马, 焉知非

福。 灾难是负效应负价值的体现, 但在一定条件下, 可化危为机, 因祸得福,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促使灾难走向它的反面, 为人类生存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和创造新的变革方式。 因此, 在研究灾难过程中, 应以转化、 互变的辩证

思维, 深刻分析伴随灾难所带来的生机与新变, 树立重振与重建的信心与希

望。 灾难学研究, 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灵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借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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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现有的思维成果, 把 “灾难” 当做一个切片、 一个标本、 一个细胞, 既树

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把 “灾难” 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剖析, 探寻其来踪去

影, 又树立现代科学理性精神, 把 “灾难” 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重大自然和

社会现象, 以冷静客观的比较分析、 数量方法展开研究, 探寻其发生规律和

应急规律, 从而找到一把把解开 “灾难” 之谜、 打开灾难惊变之后新天地的

“金钥匙”。 理论之钥匙一旦被社会群众所掌握, 就会变成防灾减灾的巨大力

量, 任何大灾大难就能从容面对和及时处置。

6. 灾难学的学术价值

恩格斯说: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①

要使历史灾难转化为历史进步, 必须善于从灾难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 在

认识论、 方法论、 实践论上深刻认知和把握灾难形成、 演变、 暴发、 防范、

救助、 重建等方面的规律, 构建起切实可行的应急操作系统。 灾难学的建立,

是社会科学关注现实、 造福人类、 推动发展的神圣使命。 灾难学立足于守护

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关注生命, 具有普度众生的人本精神。 只

有真切的生命关怀和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 才能一步步推进灾难学研究,

建立起全新的灾难学学科体系。

如果当各种灾难突降时, 我们在人员抢救、 财产安全、 公共应急、 交通

消防、 生产生活、 信息发布、 社会救援、 社会秩序、 外交工作、 民族精神、

心理救助、 产业恢复、 家园重建等各个方面, 预先设置一整套防灾减灾措施,

建构起一系列防灾减灾的实践理论, 形成紧张有序的社会救助运行机制, 那

么, 再突然再严重的灾难来临, 我们也就能处变不惊、 临危不乱、 沉着应对,

在忙乱中有秩序, 在惊慌中有稳定, 在抢救中有效率, 为人类社会抗击灾难、

战胜灾难提供坚强而周密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 灾难学的学科构成

灾难学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国内仅有 《中国救荒史》 (邓云特著, 商务

印书馆 1937 年版)、 《中国救荒史》 (邓拓著, 北京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灾难地理学》 (时勘著, 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版)、 《中国救灾保险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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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学” 研究框架构想 　

(郑功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等著述, 要建成灾难学比较完

备的学科体系, 还有待时日。 我认为, 灾难学学科建设可以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几个大的学科门类入手, 逐步建设二级学科。 初步设想灾

难学由以下学科构成:

1. 灾难经济学

灾难经济学主要研究灾难发生后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损失、 影响以及

如何评估, 政府如何通过宏观干预尽快推动产业恢复重建和发展方式转变;

研究处于常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产业和企业如何增强抗灾减灾管理能力, 增

强未雨绸缪的自觉防范功能和再生能力; 研究灾时灾后金融、 保险及其资本

运作方式、 赔偿方式、 支持方式, 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 减少损失; 研究国

家资金、 生产资料储备与应急等问题。 主要由灾难经济管理学、 灾难损失评

估学、 灾难产业重组学、 灾难交通与应急学、 灾难通信管理学、 灾难金融援

助学、 灾难应急物流学、 灾区城镇重建学、 灾难旅游学、 灾难农业振兴学、

灾难保险学等学科构成。

2. 灾难政治学

灾难政治学主要研究灾难引发的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 政治稳定、 社会

和谐、 军事战略、 反恐防恐、 外交工作、 政策支持、 法律保障等问题, 研究

如何调动国家资源全力以赴迅速妥善解决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平稳过渡和

稳定发展问题。 灾难政治学包括灾难应急援救管理学、 灾难应急统筹学、 灾

难经济社会政策学、 灾难法律学、 灾难外交学、 灾难军队应急学、 灾难消防

应急管理学、 灾难对口援建学、 灾难国家安全学、 灾难新闻发布学等。

3. 灾难文化学

灾难文化学主要研究灾难引发的心理情感、 价值观念、 民族精神、 英雄

传奇、 新闻宣传、 文艺创作等问题, 力图以文化的力量为受灾群众抚平精神

创伤, 展现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宣传防灾抗灾过程中的先进典型, 为发展

着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灾难文化学包括灾难历史学、 灾难传播学、

灾难文艺学、 灾难民族精神学等学科。

4. 灾难社会学

灾难社会学主要研究灾难发生后的个体、 群体及社区的社会心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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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社会秩序、 社会救助、 社会工作、 志愿者组织管理等问题, 迅速有效

地促进社会恢复常态, 着力解决灾难引发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灾难社会学包

括灾难社区管理学、 灾难心理学、 灾难教育振兴学、 灾难志愿者组织管理学、

灾难伦理学、 灾难社会援助学等。

5. 灾难生态学

灾难生态学主要研究灾难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与重建, 研究生

态修复、 生态保护、 生态屏障、 生态发展等问题。 灾难生态学包括灾难生态

经济学、 灾难生态哲学、 灾难生态恢复学、 灾难生态环境学等。

四、 灾难学的研究取向

灾难学的研究取向应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从灾难理论层面加强灾难学

学科体系建设, 出版 “灾难学研究丛书”, 以人类缜密科学的理论探索研究防

灾减灾规律; 二是从灾难科普层面加强灾难科学普及知识教育, 出版和宣传

“灾难学科普知识”, 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三是从灾难应急层面

加强防灾实用培训, 出版 “防灾手册”, 提高每个公民遇灾不慌、 遇难自救的

能力。 灾难学学术研究是基础, 科普教育是手段, 防灾应急是目的。 这也决

定了灾难学研究服务社会、 服务大众的科学属性。

灾难学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整合各个学

科力量, 针对不同灾难的种类、 形态、 特质和规律展开专题性、 综合性研究。

这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研究过程, 需要学术界、 思想界、 务实界等广泛参与,

需要调动一切研究资源, 尤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交融互助, 共同完

成这一造福人类、 造福未来的学科建设。

(李明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与灾难学研究中

心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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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百

业待举。 共和国在一穷二白中建立, 在千难万险中发展。 由于生产力的不发

达, 国家实力极其有限, 因此在抗击灾难的时候显得尤为艰难。 但是, 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穷且益坚, 愈是艰难, 却愈显坚韧。 面对灾难,

上下一心, 同舟共济, 国家扶持与生产自救相结合, 赢得了抗击灾难的一次

又一次胜利, 新中国的抗灾精神从此发轫, 不断薪火相传、 继承发展、 发扬

光大。

第一节　 初画长江战洪图　 生产自救尤坚韧

1949 年,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具有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一年。 10

月 1 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全中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可谁也没想到,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一个千疮百孔、 百废待兴的国家, 而且更要经受当年一场一场的大

水灾带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严峻考验。

一、 洪水肆虐、 灾情严重

1949 年入夏后,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长江上中游出现长时间霪雨天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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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雨区主要在西江, 6 月该地区受台风影响降雨继续增强。 6 月 22 日至 30

日, 西江流域不断出现大到暴雨, 历时 9 天。 22 日 ~ 23 日暴雨区主要分布在

柳江, 左、 右江以及红水河中下游, 27 日~28 日雨区北移至柳江和桂江流域,

29 日~30 日雨区又南移至红水河、 右江流域。 暴雨致使西江上游红水河及支

流柳江、 郁江、 桂江普遍发生大洪水。 整个广西, 受灾 30 余县, 灾民 230

万, 淹没农田 22. 7 万 hm2, 桂平一带一片汪洋, 田亩及房屋被洪水淹没。 梧

州市受淹半月之久, 主要街道水深 5 米~6 米, 全市 90%以上房屋都淹没在洪

水之中。 柳州市临江房屋洪水平楼、 平房没顶, 南宁市两次受淹, 小艇往来

穿梭过市。 广东境内西江下游各大基围莫不先后崩决, 仅珠江三角洲受灾面

积达 16. 7 万 hm2, 灾民 140 万人。①

与此同时, 雨区向北扩展到长江流域洞庭湖、 鄱阳湖水系, 造成了长江

流域大洪灾。 长江全流域, 自云贵川至苏赣皖沿江 10 省 (市), 均遭受不同

程度洪涝灾害。 文献记载四川省有 59 县受灾, 部分县反复数次遭受洪灾,

“田禾尽被淹没”, “人畜田禾损失奇重”。 长江中下游受灾更重, 湖北省境内

长江干堤 7 月 10 日 ~ 13 日连续 7 处溃口, 有 17 县受灾, 受灾农田 21. 9 万

hm2, 灾民近 250 万人。 湖南滨湖各县受灾均极严重, 溃垸 411 个, 受灾田亩

9. 7 万 hm2, 人口 62. 6 万人。 1949 年 7 月 5 日 《中央日报》 载: 全省受灾农

田 102. 3 万 hm2, 死亡 57
 

877 人, 各项财产损失折合约 1. 5 亿银圆。 江西省沿

江滨湖 22 县遭受水灾, 受灾田亩 14. 4 万 hm2, 灾民 67. 1 万人。 据 《长江中

下游地区水灾情况统计表》 载, 安徽省受灾县市 28 个, 淹田 41. 5 万 hm2, 灾

民 266 万人; 江苏省受灾农田 88. 9 万 hm2, 灾民 266 万人。②

是年, 黄河流域降水量也偏丰。 9 月上旬泾、 北洛、 渭河及潼关、 花园

口、 泺口等站连续降雨引发洪水。 洪水使河南兰考县东坝头以下全部漫滩,

一般堤防出水高度 1 米左右, 部分堤段出水高度仅 0. 2 ~ 0. 3 米。 山东省大堤

偎水 40 多天。

除此之外, 海河流域也因大雨酿成洪水, 进而使蓟运河决口。 在重灾区,

一眼望去, 水天一片, 大水淹没了老百姓的家园和田地。 当年秋天, 灾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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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几乎颗粒无收, 连柴草也全部被水淹没了。 糠麸、 野菜、 树叶成了他们生

存的口粮。 在河北的蓟县五区有一个被誉为谷仓的青甸庄, 往年这里麦收后

可河水自然漫灌, 肥沃的土质, 使这里连年丰收, 一年产粮可供全县人半年

食用。 但蓟运河决口后, 青甸庄千顷良田全部被淹, 人们为了活命纷纷举家

外逃, 没有逃走的将农具、 牲畜卖掉, 以换取口粮活命。 为了能有烧柴和薪

草, 不少人被迫拆房或拆掉捕鱼用的鱼箔, 大部分人甚至靠食水草和榆树叶

维持生命。 因为食用水草, 又缺少食盐, 许多人全身肿胀。

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统计, 1949 年因水灾全国被淹耕地约 1 亿亩, 粮

食减产约 120 亿市斤, 灾民 (包括轻重受灾人民在内) 约 4000 万人。 虽然灾

区人民在水灾后进行了顽强的救灾斗争, 使灾害的影响大大缩小, 但到 1949

年底, 全国无粮可吃的灾民仍有 700 万到 800 万人。①

二、 积极行动、 生产救灾②

面对特大水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心带

领人民奋勇战胜水灾。 1949 年 12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

自起草了 《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必须认识到

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民生死的问题, 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

在的问题, 是开展大生产运动、 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 绝不允许采取漠不

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指示中还要求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生产救灾作为

中心工作, 组织由政府各部门参加的生产救灾委员会, 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

战胜灾荒。 指示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生产自救的办法。 1950 年 1 月 6 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又发出了 《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 责成各级人民政

府要对救灾工作负起高度的责任, 不许饿死一个人!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的刘少奇同志指示: 不饿死人是关系人民民主政权巩固的问题, 对饿死一

个人应提起高度注意, 应负政治责任。

为了使灾区人民的生活尽快地得到改善, 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向受灾地区

发放救济粮, 先后共拨粮 12 亿斤。 为做好救济粮的发放工作, 使这些救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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