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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 countryʾ 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modern animal husbandry�Jilin Province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such as low level of
indust rialization�slow marketization process�low high-tech contents�unsmooth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s�unsound qua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system�as well as low cultural
quality of producers and so on∙All these should be improved to facilitate the const ruction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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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新中国初期基层政府灾害应对机制研究

———以1959年登陆福建台风灾害为例
曲晓雷

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曲晓雷撰文指出�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福建台风较为严重的一年�如何应对
灾害是对新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应对水准的一次严峻考验。建国初期�新中国基层政府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灾害应对
体系�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沟通机制以及社会安抚机制均体现了这种应对体系的成熟。

从主体而言�建国初期的灾害应对在社会动员方面具备广泛性、有效性和迅速性的特点。其临时统一组织体系
的建立、靠前指挥原则的确立�对于今天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提高社会动员能力�仍具有借鉴意义。在灾害抗
击中�政府是主导�而民众是抗击灾害的主体�政府和民众的联动贯穿在抗击台风的每个阶段。社会动员的作用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社会各界力量的重新整合、调动和集中�政府各职能部门、军队和警察�以及民众力
量的有效参与�使战胜台风成为可能。二是有助于缓解人民的恐慌心理。有效的社会动员不但使大量民众参与到灾
害应对中�从而对灾害的发生发展有清醒认识�而且对灾害的成功应对又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成员产
生强烈的归属感。三是政府公信力的增强。通过动员�民众可以看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积极地控制危机�对政府
的信任感、对战胜危机的信心必然大大增强。有效的社会动员�依赖于强大的政府公信力�反过来战胜灾害的结果
又加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灾民的及时安置救助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是衡量灾后社会安抚是否有效的核
心指标�它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能否持续发展。建国初期基层政府的灾后重建机制在下述三方面均有明显长处：
及时开展卫生防疫�广泛进行社会动员�使乡村、城市卫生面貌在短时间内彻底改观�是避免疫病等次生灾害发
生的有效措施；以政府统一安置和民众自救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安置灾民�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确保了灾
后民众心理的稳定；工厂、通信、运输、教育以及娱乐、医疗等行业秩序的及时恢复�标志着社会重新走上正常
的运转轨道。

（赵俊　摘编）
·19·

闫大柱：加强吉林省现代畜牧业建设的对策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