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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专门从事大石山区抗旱医学救援研究的著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实践是宝贵的，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尤为珍贵。
医学救援队紧密结合大石山区抗旱医学救援实践，组织有关人员对抗旱医学救援进行专题研究。
文章以大石山区抗旱医学救援为主线，从国家安全的“国防卫勤”和“大健康”角度，论述了有关医
院应急管理、抗旱医学救援队的作用、应急分队的训练和如何借鉴国外军队灾害医学救援提升我们应
对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能力的问题，提出了“医学救援”的新观念，探讨了抗旱医学救援的管理问题
，分析了旱区卫生防疫工作的难点，研究了抗旱医学保障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指出了旱区心理
卫生工作应注意民族团结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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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重视抗旱措施。
1949年以来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发展排灌事业，提高了抗旱能力。
至1987年底，排灌机械保有量593.5 万台、6242.2 万千瓦，配套机电井243万眼，全国有效灌溉面积
达7.2 亿亩。
1978年虽遭特大干旱，由于各类水利工程发挥作用，通过引、提、蓄等多种措施，挖掘水源，扩大灌
溉面积，仍保证了当年的农业生产。
中国人民积累起来的蓄水保墒、抗旱耕作措施，在战胜干旱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减少旱灾对国民经济乃至农业生产的影响，应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干旱监测系统和预警系
统。
加快全国抗旱信息系统建设步伐，建立和完善监测和预报系统，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预测干
旱灾害的能力，及时掌握旱情、预报旱情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类似国家安全防御和疾病防
御等体系的预警系统。
建立有效的防旱抗旱指挥系统，加强组织和应变能力。
通过抗旱组织机构的体系建设，建成一支机构完善、人员素质高、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抗旱队伍，以推
动抗旱工作的全面开展。
重视媒体的宣传作用，从防旱抗旱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等方面，强调我国旱灾的普遍性、
频发性、持续性及严重性，以引起全社会人员的普遍关注、支持和参与，在全社会树立起长期抗旱、
科学抗旱的思想，推动抗旱减灾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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