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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90年来领导人民群众战胜重大自然

灾害的重要思想研究 

□戴钢书  刘  钊  黄  芳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在绵延数千年的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的与自然灾

害的抗争史是其辉煌的一页。今天，总结这一辉煌一页中的鲜活思想成果，将使我党的思想理论宝

库增添新的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尽管中国共产党还处在艰难的革命环境下，但是它以解

救中国的劳苦大众为宗旨，为领导、帮助、关心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应对、度过乃至战胜各种

以旱灾、涝灾、饥荒、蝗灾和疫灾为主的自然灾害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发生大

的自然灾害有上10次之多。从1949年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灾害，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

大洪灾，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灾救

灾的思想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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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减灾

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300
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

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
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中国的历史，从

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

由于幅员辽阔、地理自然条件复杂，海陆兼备，受

季风影响强烈，山地面积大，地质新构造活动活跃，

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就是在不断地

同自然灾害做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形成了不屈不

饶的与自然灾害做顽强抗争的理念、价值、精神等

思想财富。在绵延数千年的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

中，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的与自然灾害的抗

争史是其辉煌的一页。今天，总结这一辉煌一页中

的鲜活思想成果，将使我党的思想理论宝库增添新

的财富。事实上它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自然

灾害形势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自诞生

以来领导人民群众科学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力求解

决的基本问题，是提升我们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进而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突出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尽管中国共产党还处

在艰难的革命环境下，但是它以解救中国的劳苦大

众为宗旨，为领导、帮助、关心受苦受难的广大人

民群众在应对、度过乃至战胜各种以旱灾、涝灾、

饥荒、蝗灾和疫灾为主的自然灾害中倾注了极大 
心血。 

其一，通过教育、宣传，组织运动解除因自然

灾害和政权腐败带给农民的痛苦。据相关史料记载，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大地几乎每年都有自然灾

害发生。再加上当时政府的腐败因而也加剧了灾害

对人民群众的损害程度。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923年在《先锋》创刊号上发表

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民国三年和民国

七年农民的痛苦是水旱灾荒，其中，民国三年受灾

亩数达到6亿多，民国七年有6千多万亩，以直隶、

山东、江苏三省最甚。特别是1924年大水灾是“为

数十年所未有”。他认为，为了解除农民之痛苦，要

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应以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

法：一是教育及宣传；二是组织及实际运动，包括：

农会、乡自治公所、佃农协会和雇农协会[1]。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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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形成的灾荒或者严重灾荒与社会

内部政治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这一特点，毛泽东也

作了深刻分析。毛泽东指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

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旷日持久，造成了普遍于全

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

求生不得的道路。”  
其二，通过节约、互济、发展生产等作为防灾、

救灾、抗灾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建立起政权

的区域，努力发挥人民政权为人民的作用，积极通

过上述方法应对自然灾害。瞿秋白同志在《节省每

一粒谷子帮助战争》中倡议：“动员每个苏维埃公民

来进行节约粮食运动。尽可能用麦子、豌豆、番薯

等杂食代替粮食……以备今年的春荒”，并提出了具

体措施：提早春耕和增加种植面积。邓小平同志在

1943年7月2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

指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我们救灾

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 
生产。” 

其三，逐步形成革命时期的抗灾救灾的基本指

导思想和相应的抗灾救灾体制。随着中国共产党政

权的巩固和扩大，以及应对自然灾害成功经验的积

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

出：“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各地又颁布

适合自身特色的救灾方针。在这一救灾思想和救灾

方针的指导下，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下属各级

政府建立了一套包括社会互助、依靠生产和向灾民

提供各类如纺织等贷款的相对可行的救灾体制。 
其四，在救灾中，党组织、根据地政府、军队

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战胜

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党组织的正确领

导、根据地政府的组织落实、人民军队的参与以及

各级干部的垂范，一扫以往灾民容易产生的仰首望

天、坐以待毙的灰暗心态和悲观情绪，将广大受灾

群众的精神状态从迷信依赖心理中解放出来，激发

出无限的创造力量，成为战胜自然灾害的洪流。邓

小平在领导太行山区人民的救灾过程中，他还批评

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

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并指出很多

工作“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 
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虽然处在

艰难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但还是为新中国的抗灾救

灾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弥足诊贵的经验，成为

新中国成功应对自然灾害的先导。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有上10
次之多。从1949年旱、冻、虫、风、雹、水、疫等

灾害，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灾，到2008年的

汶川大地震。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思想日益成熟。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三年自然灾害

的斗争中，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号

召。这一号召成为我们战胜许多自然灾害的法宝。

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满怀豪情掀起全面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新高潮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历史罕见的严

重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此时苏联背离《中苏友好条

约》，逼我们还债，处处向我国施加压力。严重的内

灾外患，压得我们一时喘不过气来。党中央、毛主

席为了组织全国人民抗灾自救，及时发出：“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

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在1976年7
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同样是凭借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与灾害做斗争的理念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这场突

如其来的巨大灾难。 
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

坚持改革，建立灵活高效的防治体制的思想。改革

是战胜自然灾害的有效办法之一，其重要作用主要

体现在调动灾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上。战争年代，

为战胜太行山区的灾荒，邓小平就主张调节“雇佣

关系和主雇关系”，以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20
世纪60年代初，为尽快消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危

害，恢复经济，发展农业，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

基本生活问题，邓小平也是主张从生产关系上着手，

至于生产关系的形式应坚持群众标准。他还科学地

分析灾荒形成的社会和自然原因，不断总结历史经

验，提出了厚财薄支的积极预防思想、政府救济与

生产自救相结合的具体救灾方针及群防群治的救灾

模式，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抗灾救灾思想。 
江泽民不仅对于减灾防灾有着深刻的理论阐述,

而且有着领导全国人民战胜特大洪水的亲身经验。

江泽民提出在抗灾防灾方面要坚持走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道路。他指出：“从人定胜天，向大自然无节

制的索取转变为按自然规律办事，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从防止水对人类的侵害转变为在防止水对人类

的侵害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人类对水的侵害。”他

还提出要运用科学技术提高防灾抗灾水平。在应对

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种重大自然

灾害中，共产党要坚持用科学技术不断武装自己，

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他通过亲身

实践，总结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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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救灾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减灾防灾意识决策、减灾防灾的组织

领导、重心和科技手段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指示。 
人类来到21世纪，大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

成了重大灾害。在与这类自然灾害作应对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人又与时俱进地提出若干重要理念。一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降低减少自然灾害的重

要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

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必然地依

赖于自然并受其制约。”在几十年来与自然灾害作斗

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断地认识到怎样才

能真正地做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界为我所用。这

就必须要做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

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

一代永续发展”。二是 “以人为本”是战胜重大自

然灾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突发灾害面前，坚

持什么样的执政理念直接关系到抗灾救灾的成败，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遵循社会主义的根本

价值目标和党的宗旨，将“以人为本”作为抗灾救

灾具体政策和具体行为的基本依据，并将其贯穿整

个抗灾救灾的全过程，回答了在灾害面前中国共产

党坚持什么样的理念问题。三是坚持走群防群治的

群众路线是应对各种重大特大自然灾害的决定性力

量。在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只是

单凭一个政党或者一支军队，要真正地战胜各种重

大自然灾害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地域辽

阔人口众多这一现实条件下，更应该取长补短发挥

我国从抗日战争中就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团

结起来力量大”的这一优势。让各区域之间、社会

团体、企业、个人等在防灾抗灾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在战胜自然灾害方

面形成许多科学有效的理念，总结这些理念，将为

我们党的理论宝库增添新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我国

始终坚持防灾减灾、理念先行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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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ortant Thoughts About 9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People to Conquer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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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very brilliant page that the CPC has struggled with natural disasters since 90 years ago in the 
thousands years history of struggling with natural disasters. Today, if we summarize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fresh thinking on this page, it would add new wealth to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easure. Although 
the CPC was under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from 1921-1949, the CPC devoted great efforts to overcome the various 
of drought, floods, famine, locusts and epidemic plague of natural disasters for the purpose of saving, leading and 
helping China's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from all kinds of responses. A 
major of natural disasters took place for 10 times from 1949 until now, since drought, cold, insects, wind, hail, 
water, epidemics and other disasters from 1949, especially big floods of Yangtze River and Huai river in 1954, 
until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the thoughts about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to rescue disaster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ing with all these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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