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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94_E6_9E_97_E7_c26_22491.htm 1中央工作组通过对遭

受特大干旱各地区的调查，现将解到的旱情向领导做如下汇

报：目前重庆、四川持续高温干旱，灾情严重。重庆：最高

气温达44.5摄氏度，创53年以来的新高。重庆市40个区县不同

程度遭受旱灾，农村灾情更为严重，截至调查结束，农作物

受害面积1905.3万亩，全市三分之二的乡镇出现供水困难

，746.53万人、684.32万头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重庆境

内933条小溪、河流出现断流，长江重庆段的水位创历年来同

期最低值。四川：全省发生了大范围严重的伏旱，截至调查

结束，全省有108个县达到伏旱标准，其中有91个县还在持续

，另外其有9个县达到伏旱的预警标准，已经有360多万人

、4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全省受灾的粮食作物达到2100多

万亩，基本绝收。 持续的高温、干旱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当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抗

灾自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用水

困难的现状。据气象部门预测，重庆、四川等地的高温干旱

天气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旱救灾的任务

会越来越重。 2入夏以来，重庆、四川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

旱天气，受灾严重。面对严重的灾情，我们要沉着冷静，积

极抗灾自救。我部门拟制了特大干旱的应急响应总体要求，

具体有以下四点，请上级批准。 一．紧急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调查了解情况，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部汇报各地灾情。 二

．针对灾情，及时制定各地抗灾救灾应急预案。同时，抽调



物资储备，为受灾地区群众提供粮食等物资。 三．加强媒介

报道、宣传。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各地灾情，让老百

姓及时了解情况。加强舆论的宣传，号召广大灾区群众树立

克服灾情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抗灾自救，维护社会的稳定，

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四．加强

同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抗灾救灾工作。由环卫、消

防部门抽调充足人力运水，保证供水困难地区群众的用水。

由农业部门派工作人员赶赴农村受灾严重地区，指导农民抗

灾，抢收农作物。由水利部门监测长江等河流水位，协同交

通部门及时停止水位偏低河流的航运。由气象部门负责预测

天气情况，及时为抗灾救灾提供气象指导。 3加强政府管理

创新，妥善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南方的许

多省市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重庆、四川等地的高温

天数和干旱的状况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受灾最为严

重。持续的高温干旱不仅让当地群众饱受煎熬，而且给当地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重庆、四川等地的特大旱情发

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紧急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当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抗灾自救，取得了明

显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 特大干旱考验着我国政府

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行政府管理创新，提高应对突

发自然灾害的能力，其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

当前，作为政府，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健全全国性的应急预案体系。目前，全国应急预案的框架

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各级地方政府要以国家方针政策为指导

、结合当地实际建立详细完备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逐步形

成国家宏观指导、地方具体落实的全国性应急预案体系。同



时，各级地方政府预案要对工作原则、组织分工、责任分工

以及协调机制进行详细的规定，确保妥善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 第二，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职

能。政府是人民生活的守护者，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妥善

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政府义不容辞。地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

视突发自然灾害，及时启动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理预案，采

取措施积极抗灾救灾，争取在灾情蔓延前予以控制。同时，

政府要逐步向服务管理型政府转变，切实承担起应对突发自

然灾害的责任，加强依法行政，增加政府行为透明度，及时

让老百姓了解突发自然灾害。 第三，加强各部门配合，发挥

协调作战能力。突发自然灾害，不确定性大，可预测性低，

涉及部门广，因此，妥善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配合至关重要。各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加强协调，整

合应对资源，形成应对的合力，始终保持积极应对突发自然

灾害的气势。 第四，建立完备的国家储备，确保防御投入。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建立完备的国家储备，十

分必要，非常迫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完备的粮

食储备、资金储备、物资储备、财政储备，确保突发自然灾

害发生时，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消除突发自然

灾害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 第五，充分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抗灾救灾。应对突发

自然灾害，国家要发挥主体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

调节作用。政府要动员志愿者、非盈利性组织参与到突发自

然灾害的防御中来，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救灾抗灾，帮助

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第六，加强舆论宣传与教育，提高全民

防范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



大力宣传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知识，增强全民防范自然灾害

的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通

过媒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克服灾情的决心和信念，积极

参与抗灾自救。 加强政府管理创新，妥善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系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强政

府管理创新、妥善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重要性，以实际行动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不断提高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谋

发展、促发展，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