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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9021.htm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抗灾救灾工

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我国自然灾害频

繁，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灾救灾。做

好抗灾救灾工作非常重要。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坚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指导思想

，按照“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切实改进并

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协助

地方政府搞好这项工作。 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抗灾救灾工作

的报告 我国地域辽阔，气侯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

率高。建国以来年年有灾，平均每年有二亿以上人口、六亿

多亩农作物受到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

。党中央、国务院对抗灾救灾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每年要拿

出十多亿元的资金和大批物资用于抗灾救灾。近年来，依靠

地方党政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共同努力，

抗灾救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加

强和改进抗灾救灾工作，我们在征求水利、民政、财政、农

业、物资、商业、交通和石化总公司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经过反复讨论，现报告如下：一、当前抗灾救灾工作中几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突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够。抗灾救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要坚持“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

辅”的原则，尽量把困难和问题消化在地方。但是，一些地



区受灾后，要求中央支持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范围越来越

宽，数量越来越多，有些应在年度计划中正常解决的问题，

也以抗灾救灾的名义要求中央解决。（二）抗灾救灾工作有

临时思想。抗灾救灾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繁重，情况复杂

，涉及范围广，困难和问题多，很需要加强综合管理。但是

一些地方缺少统盘考虑和长远打算，综合协调能力较弱，缺

乏横向和纵向的沟通。（三）申请抗灾救灾资金和物资存在

多头、重复报告的现象。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向

国务院报灾要钱要物的同时，一些业务部门和地、市、县也

越级提出申请；有的地方为了多要钱要物，甚至夸大灾情。

特别应指出的是，各地来京汇报灾情的次数多、级别高、队

伍大，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四）抗灾救灾资金、物资

分配使用的检查报告制度不完善。当前各地要钱要物都很积

极，而对于钱物分配下去后的使用情况监督检查不够，漏洞

较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五）通讯手段落后，信息不灵

敏。抗灾救灾工作时效性很强，而目前的灾情主要是靠行政

部门逐级上报，时间长，不够准确，不能及时为领导部门决

策提供可靠依据。二、加强和改进抗灾救灾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中央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款项和品种。 中央支

持地方抗灾救灾的资金、物资有：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

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水毁公路抢修补助费；化肥、柴油、

农药、种子、钢材、木材、水泥、玻璃、汽油、煤油、润滑

油、轮胎、导线、铁丝、元钉、油毡、沥青、塑料以及视特

殊灾情需要考虑的汽车。 上述款项、品种外的资金、物资，

一般不从救灾渠道解决。抗旱所需物资，除化肥、燃料油、

塑料外，原则上由地方解决。（二）明确各级职责。 １、中



央级的职责：中央负责对特大自然灾害所需的抗灾救灾资金

、物资给予适当补助。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后，有关部门要及

时掌握情况，必要时应深入灾区实地调查，指导、协助地方

搞好抗灾救灾工作。对于地方向中央申请补助的抗灾救灾资

金、物资，要尽快研究解决。 国家计委受国务院委托，负责

组织协调全国抗灾救灾工作，并对涉及三个部门以上的问题

负责牵头处理。各有关业务部门分工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抗灾救灾工作，分配管理好主管的抗灾救灾资金、物资，指

导、检查本系统的抗灾救灾工作。 国务院各部门直属单位所

需抗灾救灾救灾资金、物资，除特大防汛补助费、化肥和物

资部负责分配的物资外，原则上应自行解决。 ２、省级的职

责：特大自然灾害所需抗灾资金、物资，主要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年

度计划中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物资用于抗灾救灾。在遭受

特大自然灾害后，要先安排使用地方的资金、物资，确实不

够时再向中央申请补助，并在申请报告中说明地方安排的具

体数字。非特大自然灾害所需抗灾救灾资金、物资，均由地

方自行解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

抗灾救灾工作的领导，业务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分配、管理好各项抗灾救灾资金、物资。 ３、计划单列市

可参照省级职责执行。（三）健全省级综合管理抗灾救灾组

织体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安排固定人员，

灾害频繁地区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根据需要可在办公厅

（室）内设置抗灾救灾办公室，负责协调监督各业务部门做

好抗灾救灾工作，建立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及时

沟通、交流抗灾救灾方面的信息。（四）统一灾情报告和款



物申请制度。 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报灾情，可通过

电报、文件等形式报告国务院和主管业务部门。一般不要组

织代表团（组）来京。 ２、凡要求中央支持抗灾救灾资金、

物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业务部门提出

的申请进行核实汇总，由政府主管负责同志签署后，统一报

国务院，并抄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３、各地汇报灾情，要

款要物，必须实事求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严

格把关。（五）健全抗灾救灾资金、物资分配使用的监督检

查报告制度。 １、中央每次下拨的资金、物资，各地在收到

后二十天之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业务部门，将分

配到县的情况反馈给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时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负责综合抗灾救灾工作的单位汇总全面情况报国家计

委。 ２、抗灾救灾资金、物资必须专款（物）专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每年要对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分配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对全年抗灾救灾工作进行总结，于次年

一月份书面报国家计委，同时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监察、

审计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必要的抽查。（六）加强气象

、水文、防讯、抗旱、植保等有关业务部门的灾情测报工作

。充分利用卫星监测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多渠道收集、使

用信息。抗灾救灾工作要逐步建立信息联络网，配备必要的

通讯设施，特别是受灾频繁地区要建立抗灾救灾紧急通讯系

统，保证遭灾时通讯畅通，现场情况清楚。（七）积极开展

自然灾害保险和农村互助基金试点，提高农村内在的抗灾能

力。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和有关部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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