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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救灾》

前言

　　民政乃国政，连着国计、系着民生，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
古老而常新的工作。60年来，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与壮大，我国民政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发挥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和人民
群众的普遍赞誉。　　知往鉴今。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新中国民政事业》丛书，全
面总结60年来民政工作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
任务与推进思路，对于不断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切实加强对民政工作的前瞻性部署，团结
和鼓舞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干部在新起点上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继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
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60年民政事业发展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构建了解决基本民生的
网络体系，从制度上破解了困扰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百姓温饱难题。——社会救助逐步实现了全覆盖。
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专项救助制度相酉己套、临时救助为补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新型社
会救助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编织成形，困难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体系日趋完善。各级救灾应急预案和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普遍建立，自然灾害应
急响应制度规范实施，救灾标准大幅提高，减灾救灾科技支撑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回顾60年民政事业发展历程，最大的变化是落实了城乡居民民主权益，实
现了人民群众民主、有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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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救灾》

内容概要

《减灾救灾》内容简介：健全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经费分级承担的制度，分类管理、分缀负责，
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灾害应急救助管理体制，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谪有序、运转高效的自然灾
害四级应急响应机制，不断规范各项灾害应急救助工作规程。
灾害救助内容和措施逐步拓展到灾害应急响应、灾民紧急转移安置、灾民生活救助、救灾捐赠、灾后
恢复重建、备灾减灾等多个方面。初步建成了以救灾工作分级负则、救灾经费分级承担制度为基础，
社会动员机制为补充，应急措施相配套的灾害应急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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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9年2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救灾款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严格限定了
救灾款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和发放程序等。2002年8月，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了特大自然灾害救济
补助费测算标准，该标准首次规范了中央救灾资金的测算方法，并下发了《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规范
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分配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后更名
为“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使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灾救济资金，可分为中央应急救
灾资金和灾区民房恢复重建资金，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紧急救援、转移安置，解决受灾群众无力克服的
临时吃、穿、住、医等生活困难，以及因灾倒塌民房的恢复重建和损坏房屋的修缮补助；二是春荒冬
令灾民生活救济资金，用于补助春荒（3-5月、一季作物区为3-7月）和冬令（12月至下年2月底）期间
的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和伤病救济；三是采购和管理中央救灾储备物资资金，用于民政部、财政部采
购和管理中央救灾储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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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救灾》

编辑推荐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具体介绍了中国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改革开放前的救灾工作（1978年以前
），改革开放后的救灾工作（1978—1999年），新世纪救灾工作（2000年之后），综合减灾，减灾救
灾国际合作，减灾救灾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救灾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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