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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然灾害的基础概念：第二部分，我国对自然灾害工
作的管理；第三部分，我国救灾工作的实际操作：第四部分，救灾工作的法制建设。
　　通过对本书的系统学习，可使学生掌握灾害的基本知识，并运用到灾害的救灾工作中去，成为一
名从事救灾救援的合格社会工作者，为抗击自然灾害的侵袭，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
本书既可供高校民政专业的学生作教材，又可作为社会工作培训用书，亦可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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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救灾工作概论第一节 灾害的基本概念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伴随着自然灾害的侵袭
、人们抗击灾害和救助灾害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多变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也造就了自己的灾害史。
一、灾害的含义 灾害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
灾害的突然袭击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延缓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还有可能使人类的文化毁灭一
空。
在我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灾害始终与我们的历史相伴而随。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灾害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在许多古籍书典中记载了对
灾害的基本认识。
我们通过对中国古籍书典对“灾”、“荒”等的叙述，来加深对现代意义上的“灾害”概念的认识。
（一）灾中国古代对“灾”的解释：在《说文解字》中“天火曰栽”为灾。
《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宣公十六年再说“凡火，人火日火，天火日灾”。
可以看出，凡“天降之戾”，如火、旱、虫、水、地震等均为灾。
有灾必有害，灾害必定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损失。
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界“搏斗”的过程中，对自然现象有了许多的认识，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人
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加大。
但是，人类却无法探询无边无际的宇宙，对奥妙无尽的地球仍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够自由地驾驭自
然界。
而历史上无数次的自然灾害，却使得人类社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财产毁于一旦，无数生命倾间消
失。
中国由于大地幅员辽阔，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特点决定了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灾荒不断，几乎无年不灾，无地不灾，连年灾害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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