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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内蒙古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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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7 年内蒙古农牧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具有以旱灾为主灾害种类多、受灾地区广、损失惨重影响深远等特

点。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自治区党委及政府立即建立救灾机构，采取安置灾民、副业生产、生产自救等措施，带领广大各

族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救助工作，帮助人民渡过灾荒，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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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内蒙古自治区遭受严重的水、旱、霜冻、冰

雹、雪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受灾地区广、受灾群众

多、损失惨重。自治区党委及政府遵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带领全区人民，积极而果断地采取发放救济款物、生产自

救、以工代赈等多项措施，克服一切困难，尽最大努力减

轻灾区人民群众损失，恢复生产。

一、灾情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以农牧业为主，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

同样遭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1957 年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

的受灾面积 5130 万亩，成灾面积 2780 万亩，受灾面积占

成灾面积 5 成以上。［1］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在全国各

省区排名均位于前三，灾情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入春以来，自治区各地普遍干旱，夏季仍久旱无雨，

旱情严重，农牧业遭受严重损失。全自治区农业方面统计

数据为成灾面积 29954982 亩，占总播面积 76546520 亩的

39. 15%。其中 重 灾 区 高 达 10112877 亩，占 成 灾 面 积 的

33. 7%。成灾人口 2579860 人，占全区总农业人口 6905010
人的 37. 4%。其 中 重 灾 782039 人， 占 成 灾 人 口 的

30. 42%。［2］全区受旱灾威胁的牲畜 900 万头 ( 只) ，占全区

总牲畜头数的 40. 8%。其中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 400 万头

( 只) 受灾牲畜，纯牧区的牲畜约 500 万头 ( 只) ，占牧区

牲畜总头数的 41. 77%。全年因灾死亡牲畜 60 万头 ( 只) 。
受灾牧民 15. 1 万人，占全区牧民总人口数 36 万 9478 人

的 41%。［2］

夏季，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 14 个旗县

部分地区雨量集中，发生内涝、冰雹，河水流量大决口成

灾。据不完全统计，倒塌房屋 8028 间，伤亡人口 33 人，

损失牲畜 13156 头，受灾耕地面积 500 多万亩。［3］昭乌达盟

的赤峰、翁牛特、林西等旗县秋季暴雨成灾并夹杂着不同

程度的冰雹，农田被淹 135700 多亩，死伤 25 人。哲里木

盟 575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00 多万亩农田、20. 9 万多人

受灾，损失牲畜 6580 头 ( 只) 。［4］敖汉旗 8 月份全旗先后遭
6 次暴雨夹冰雹，有 30 个乡受灾，砸毁农田 2. 99 万公顷，

农田平均减产 75%。［5］

9 月 5 日至 23 日受西北冷空气侵袭，伊克昭盟、昭乌

达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察哈尔盟、平地泉行政区

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两市全区总 37 个旗县市农田遭受不

同程度的霜冻灾，受灾农作物面积达 639. 6 万多亩。［6］伊克
昭盟伊金霍洛旗 9 月 8 日全旗普遍降白霜，晚秋作物全部

受到影响，受灾面积 ( 在 20 万亩左右。昭乌达盟翁牛特、
林西、赤峰三旗县于 9 月 4 日至 11 日降早霜，50%到 70%
庄稼被冻死。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农作物普遍受

害，粮食减产达 1478. 45 万公斤。［7］201 平地泉行政区土默特

右旗全 旗 受 灾 面 积 占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80% 左 右，霜 冻 灾

严重。
另外 1957 年冬至翌年春季，牧区发生全区性重黑灾。

呼伦贝尔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遭受白

灾，降雪多的地区达 20 余次，积雪深度在一尺左右，草被

雪压，牲畜采食困难，造成大批死亡。据统计，呼伦贝尔

盟因白灾损失牲畜 70 余万头 ( 只) ，乌兰察布盟死亡牲畜
26. 7 万头 ( 只) ，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

沁旗、阿巴嘎旗、镶黄旗死亡牲畜达 24. 1 万头 ( 只) 。［7］179

二、救助措施

针对当前严重灾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带领全
区人民遵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而果

断地采取多项救助措施，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防止灾情

扩大。
( 一) 成立救灾机构，指导救灾工作
鉴于灾情之严重，自治区领导立即建立内蒙自治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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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救灾领导机构进行全面规划，在受灾地区成立生产救灾

办公机构。灾区的盟市、旗县都成立了党、政领导挂帅，

由民政、农业、粮食、商业、物资、财政等部门参加的救

灾机构，在党政统一领导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规划

付诸实施。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组织灾民生产自救、节

约度荒，增加收入，解决生活困难，把救灾工作作为压倒

一切的中心工作。10 月，内蒙古党委书记杨植霖、王铎、
人委副主席王轶伦等领导，率有关部、委、厅、局负责人，

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慰问灾民，指导救灾。
达茂旗 6 月 3 ～ 4 日突降暴雨夹有冰雹，平地水深数

尺，冰雹大的如鸡蛋，小的如大豆。两个村被淹没，淹死
6 个人，冲毁青苗莜麦、小麦达 30%，油料作物大部被打

死，两个乡 26 个自然村遭灾。旗人民委员会闻讯后于 6、
7、8 日先后派出 3 个工作组前往灾区进行急救抢救，慰问

和对灾民安置等救助工作。盟于 8 日抽调科长级以上干部 9
人由民政处处长率领到遭灾地区作安定灾民情绪及组织灾

后恢复生产等工作。［3］

( 二) 安置灾民，做好赈灾工作
为了做好救灾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解决灾民困难，发

放救灾款 58 万元，救济灾民 222624 人。自治区粮食部门

拨出 45 万公斤粮食，帮助解决灾民口粮困难。［8］ 419 科

尔沁右翼前旗全旗农田受灾 40. 89 万亩，其中绝产 16. 43
万亩。有 123 个村屯被淹，受灾农户 4014 户、1. 76 万人，

倒塌民房 5789 间，死亡 6 人，死亡大小牲畜 114 头 ( 只) ，

冲毁大小桥梁 20 座，冲走电线杆 100 根，冲毁白阿铁路路

基 11 处，中断通车 15 天，这是建国后最大的洪涝灾害。
旗人民委员会及时组织力量抗洪抢险救灾，发放救济款
200 万 元，救 济 粮 2000 万 公 斤，免 除 了 灾 区 当 年 的 农

业税。［9］

在牧区，为了减少牲畜的死亡，进行了调剂牧场、组

织移场放牧、勘测水源、打井抗旱、扩大草场利用率等措

施。在组织移场放牧方面除了打破蒙旗界限、采取近距离

移场外，从巴彦淖尔盟转移 10 万头牲口到甘肃的银川专区

放牧，乌兰察布盟转移了 20 万头牲口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放

牧。乌兰察布盟完成打井计划后，即解决了 30 万头牲口的

放牧问题。同时，大力发动群众搭棚修圈 93000 多个，储

草 315000 万斤。［10］

( 三) 发展副业生产，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工作
在各级干部率领下，全区有 150 万人，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广开生产门路，大力开展副业生产。据呼伦贝尔

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 5 个盟

的不完全统计，至 12 月副业生产共收入 2500 万元。伊克

昭盟抽调 1500 多名干部，深入灾区，帮助社队统一规划、
统一调拨财力、物力，统一安排劳力，开展副业生产。呼

伦贝尔盟科右前旗，组织 700 多辆大车、3000 名劳力外出

搞副业，8 月至 12 月收入 120 多万元，解决了 3. 2 万人的

口粮困难。［8］418伊克昭盟广泛开展了打黄羊的运动，当年打

黄羊 10 万多头，收入 60 多万元。［10］

为了促进副业生产，税务部门发放灾区土特产品销售

免税证。规定: 凡受灾五成以上的社队和个人，在区内销

售的土特产品一律免税，去外省 ( 区) 销售、减半收税;

银行、信贷部门给予贷款。伊克昭盟、乌兰察布、巴彦淖

尔盟三个盟贷款达 110 万元; 林业部门，将林场的清枝打

杈任务，包给灾区社队，翁牛特旗就有 2500 名灾民和林场

签订了劳务合同。［8］419

( 四) 广泛开展节约粮食、互助互济工作
8 月中旬自治区党委、人委在全区民政工作会议上作

出: “以丰补歉、农牧互助”做好救灾工作的部署，并先

后三次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盟市、旗县搞好抗灾救灾

和生产自救。要求丰收地区继续开展增产节约，争取更大

的丰收，以支援灾区; 灾区全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克服

一切困难战胜灾荒。
灾区群众认真贯彻节约度荒的方针，开展拾残秋、晒

干菜、储存代食品活动。乌兰察布盟在秋收中，开展割净、
拉净、打净，做到颗粒归仓。昭乌达盟的翁牛特等 6 个旗

县组织妇女、儿童拾秋队，拣回粮食 33. 32 万公斤。伊克

昭盟 准 格 尔、乌 审、东 胜 等 4 个 旗 县 晒 干 菜 8. 23 万

公斤。［8］418

综上，1957 年自治区之严重灾情，受灾面积之广致使

区内农牧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使其成为是年全国范围内

灾情最严重的灾区之一，同时也是建国后内蒙古自治区所

遇最大之灾害。在此情形下，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灾区群众

积极应对，在给予灾区群众大力救济的同时开展了以生产

自救、以工代赈、节约度荒、群众互助等多方面的生产救

灾救助工作，使灾区群众顺利渡过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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