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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人类史，就是向灾害的抗争史。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集结力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而抗争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公益组织与灾害治理》以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日本阪神地震、美国拉特里
娜飓风灾害、汶川地震等几大重大灾害过程中，非政府公益组织参与救灾的案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公
益组织在重大灾害救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公益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同时研究公益组织的类型（运
作型、协调型与资助型）及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公益组织参与灾害治理在中国
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作用及其限度，从而为提升灾害治理绩效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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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上表可以看出乐施会参与灾后救助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救助范围广，遍布四川、
甘肃、陕西等灾区的多个乡镇村落；其二，救助具有一定深度，深入到灾区偏僻穷乡僻壤少有人问津
之处，关注到了政府有心无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发挥了拾遗补缺的功能。
从表面上看乐施会的救助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其实背后反映了其以社区为本的灾害治理理念。
灾区中的偏远社区是公益组织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3.救助服务专业化。
乐施会应急阶段救助服务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项目和心理辅导这两个项目上。
为了保证灾区有一个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一方面乐施会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专业医疗人
员合作，派遣260余人到五个灾区进行包括消毒、清理垃圾及粪便、疾病监测、派发药物、向灾区民众
传播卫生防疫知识等卫生防疫工作，另一方面乐施会向64个集中安置区提供流动洗手间，指导灾区居
民分类处理垃圾。
另外，还安排传染病医生劳永乐到访数个灾区视察当地的卫生防疫情况，与当地的医护人员交流，并
编写灾区情况评估记录，这对乐施会规划灾后重建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减少了灾区疫病的发生，为灾区应急救援提供了基本的外在保护条件。
在心理辅导项目方面，乐施会联网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心理咨询师每周三次到都江堰紫坪铺的帐
篷小学评估师生的心理状况，并对有需求的师生进行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主要采取小组讨论形式，让辅导对象有足够空间与机会释放因灾所承受的各种压力，积极面
对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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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益组织与灾害治理》：一部人类史，就是向灾害的抗争史。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集结力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而抗争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公益组织与灾害治理》由康晓强所著，以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日本阪神地
震、美国拉特里娜飓风灾害、汶川地震等几大重大灾害过程中，非政府公益组织参与救灾的案例为基
础，深入研究公益组织在重大灾害救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公益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同时研究公益
组织的类型（运作型、协调型与资助型）及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公益组织参与
灾害治理在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作用及其限度，从而为提升灾害治理绩效提出有针对性的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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