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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引入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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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2009
年起,陕西省气象局在全省气象部门组织实施

“文化助推行动”,此举促使陕西省气象事业健康

蓬勃发展,也使各级气象部门在工作中取得好的

成绩。将部门形象识别系统 (DIS)这一理念引入

气象文化建设中,针对DIS组成要素并结合陕西

气象文化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剖析气象文化建设

中的短板和制约因素,为气象文化建设更好的发

展提供参考。

1 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含义及内容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 CIS (CorporateIdentity

System),是将企业经营理念和精神文化,运用统

一的整体传达系统,传达给企业周边的关系或团

体 (包括企业内部与社会大众),并使其对企业产

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1]。部门形象识别系统

DIS(DepartmentIdentitySystem)是CIS在一个

部门或行业的应用。是将一个部门或行业的理念

和精神文化通过视觉设计与行为展现,运用统一

的、整体的传达系统传递给社会公众,将部门或

行业的文化外化为部门形象,使社会对部门或行

业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

参照CIS的构成要素,DIS也由理念识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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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和11地市版。机场版主要是全国主要机场24h
预报,同时游飞最新机场信息、票务信息等;高

速公路版主要是将陕西省内主要高速公路途经的

路段24h预报,同时游飞全省最新的高速公路路

况信息;旅游版主要是以西安为原点将陕西省旅

游景点分为东西南北四条旅游线路,做景点3d
预报;11地市版主要是11个地市的24h预报。

2.2 世园气象

由于播出时间的不同,世园气象分为三个版

本。早间版主要包括今日园区天气预报,今日游

园提示及天气情况、城市环境指数、陕西旅游景

区预报、高速公路天气预报。午间版主要包括昨

日园区回顾,今日园区天气及天气变化对园区的

影响、游园提示、未来天气展望、花卉园艺科普、

花卉管护建议、通往园区各条高速路况等。晚间

版主要内容包括明日园区天气总结,明日游园提

示及天气情况、城市环境指数、陕西旅游景区预

报、高速公路天气预报、明日园区最新活动。

2.3 在省级气象节目中增加的世园天气

为了继续扩大世园气象服务范围,在陕西电

视台几档日播类省级气象节目中添加世园天气版

块,内容主要是增加世园会园区区未来三天的天

气预报,利用陕西电视台强大的收视覆盖面,扩

大服务宣传面。

2.4 陕西电视台电视气象直播连线时气象服务

将世园会气象信息加入到与陕西电视台各个

频道的电视气象直播连线节目中。提前准备世园

会地图、效果图、高清地图、实景图等,再根据

电视气象新闻、直播连线内容进行对应使用。将

世园园区的气象实况、气象预报以及重大气象预

警等信息,及时传递给观众。以世园会和气象服

务为主题,以为受众提供丰富、新颖、及时的思

路制作电视气象新闻、直播连线背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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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MindIdentity,简 称 MI)、行 为 识 别 系 统

(BehaviorIdentity,简 称 BI)、视 觉 识 别 系 统

(VisualIdentity,简称VI)组成[2]。气象部门形

象识别系统的引入和建立,旨在推进气象文化创

新,用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使气象部门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赞誉。

2 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引入与气象文化的关系

2.1 使气象文化得以承载和展现

气象文化属于部门或行业文化的范畴。广义

上的气象文化,是指气象部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群体意识,并在这种意

识驱动下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成果。

狭义上的气象文化,是指气象部门在长期的业务、

服务、科研、管理等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

群体意识、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管理理念、管

理方式以及规章制度等的总和。其基本内容包括

思想观念、部门环境、部门目标、部门精神、部

门制度、部门形象、行业特色标识、部门美誉及

部门的先进典型等等。而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引

入,就是为了更好的、更系统的将气象文化展现,

通过对部门内意识、行为、视觉传达等的统一规

范,将气象文化建设现实化,以此来树立良好的

形象,从而赢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2.2 可与文化助推行动形成推动合力

“文化助推行动”旨在弘扬新时期陕西气象人

的创新精神,塑造陕西气象人的核心价值体系,

为陕西气象部门创新工作出人才、出成果、出效

益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全省气象部门的文

化建设水平和软实力,全力助推和谐部门建设和

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促进陕西气象事业又好又

快发展。这一理念与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作用和

目的是一致的。DIS旨在将部门形象更系统、更

规范的对外展现,每个细节都遵循严格的统一标

准,建立气象部门DIS可树立气象部门一致的对

外形象、凸现与其他部门的差异性。如果说气象

文化助推行动为气象文化建设制定了方向和目标,

那么气象部门DIS的引进可将这一目标细化、量

化和标准化。

2.3 便于气象文化品牌的建立

如同企业发展管理中引入CIS战略,这种注

重对组织的理念、行为和视觉等要素进行统筹设

计和策划,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实力

的战略,不仅适合企业,也适合其他的社会组

织。[3]气象部门形象识别系统的引入,促使气象部

门从单一的文化建设转型成为具有部门和地方特

色的文化品牌的建立。DIS在气象部门的运用,

能对气象部门独特的气象文化、人文精神、行为

规范等信息加以提炼,并通过整体形象识别系统,

传达给公众,使人们对气象部门产生一致的认同

感,从而提升气象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进一步丰富气象文化建设的内涵。

3 如何建立气象部门形象识别系统 (DIS)

3.1 气象MI系统

理念识别 MI是部门形象识别的核心,是关

系到DIS建立成功与否的关键,包括部门精神、

口号、服务理念、发展战略、形象宣传歌曲、员

工的价值观等。

陕西省气象部门自开展 “文化助推”活动以

来,增强了全省气象部门项目带动计划与南北互

动计划的实施效益,提升了气象文化内涵,树立

和弘扬 “创新求实、精业图强、服务引领、管天

惠秦”的陕西气象人精神,各市、县局也纷纷凝

练新时期气象人精神,通过宣讲楷模人物先进事

迹、建立延安精神及气象教育基地、撰写陕西气

象人之歌、评选新时期楷模人物等活动,提升了

全省气象职工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并逐步形

成新时期陕西气象部门的核心价值体系。部门价

值体系的形成,是气象理念识别系统得以建立的

根基,“文化助推”活动的多种举措已经使气象理

念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趋于完善和规范,新时期

陕西气象人精神在社会上赢得的广泛赞誉,是对

气象部门的肯定,也将推动气象部门的理念识别

系统的建立和社会的认可。

3.2 气象BI系统

行为识别BI几乎涵盖了整个行业或部门的社

会活动,是直接作用于公众,形成公众的印象与

评价的关键因素,包括对干部职工的教育、部门

服务态度、工作面貌、工作环境、效绩评估、公

共关系、公益性、文化性活动等。

近年来陕西省气象部门不断加强职工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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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百班连续无错

情竞赛、业务技能竞赛,创建创新团队,加强公

共气象服务建设,积极争创各级文明单位,开展

创新型气象服务,建立健全考评考核制度,建立

和谐单位建设的评价体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和

基层财务审计、监管力度,积极参与社会宣传和

重大活动气象保障,重视气象宣传工作,以标准

服务、精细服务、品牌服务来树立气象人良好的

社会形象。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对气象部门行为

识别系统各要素的建立和完善。陕西省气象部门

通过对各项社会活动的科学指引和规范以及积极

正面的宣传,使社会公众对气象部门形成了良好

的评价和认可,这也最终将推动气象部门的行为

识别系统合理、有序、健康的发展。

3.3 气象VI系统

气象视觉识别VI系统,是部门识别系统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向社会和公众最直接的传达

因素,是部门形象策划战略得以实现的根基。包

括部门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象征图案、

宣传标语、口号、办公器具、设备、标识牌、旗

帜、建筑外观、橱窗、衣着制服、交通工具、包

装用品、广告传播等。

这些要求实际上与陕西省气象部门2009年提

出的 “六个一律”和 “五个统一”等规定是相辅

相成的,即:一律在门厅显著位置悬挂文明单位

奖牌;一律在显著位置悬挂涂长望、竺可桢等气

象科学家的画像;一律张贴展示新时期陕西气象

人精神和气象文化口号以及具有本单位标志的气

象文化助推行动标语;一律在单位显著地方树立

本单位的文字和图案标识,制作规定尺寸的单位

标牌;一律在重要活动时穿着本单位统一的工作

服装,佩戴中国气象图案胸微;一律使用统一设

计的具有气象标志的信笺纸、软抄本、纸杯、信

封、资料袋等办公用品。防雷减灾服务与管理中

提到的 “五个统一”:统一防雷技术服务设备、统

一防雷技术服务人员服装、统一收费标准、统一

技术标准、统一文书档案。但是在实际操作和具

体执行中,部分单位或职工个人由于思想认识、

资金限制等诸多因素未能够很好的执行贯彻,而

针对气象视觉识别VI系统的研究探讨及对VI科

学合理的设计和设置也存在欠缺,相关工作仅仅

停留在表面而没能够深入系统的进行。

相比之下,部分企业、高校、税务、公安等

部门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相当完善,从品牌或者

部门整体形象入手,聘请专业的设计公司对其进

行策划包装,部门内部按照统一标准执行,使公

众仅通过商标、校徽、制服甚至车辆等个别因素

就能较快而且准确的辨认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达到了很高的社会认知度,而气象视觉识别系统

的建立远远没有跟上理念识别系统和行为识别系

统,这也影响了气象部门识别系统的整体构架,

这也是气象部门识别系统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4 结语

陕西省气象部门通过近年来的不断管理创新,

以 “气象文化助推行动”等方式较好的树立了陕

西气象文化品牌。气象部门形象识别系统可帮助

部门文化建设进行科学的分析,在理念上和行动

上给予科学的指导,更好地为气象文化建设服务。

对于陕西省气象部门而言,气象部门形象识别系

统中的气象理念识别、行为识别系统已初具规模,

相对而言气象视觉识别系统却成为陕西省气象部

门形象识别的短板和制约因素。因此,可借鉴其

他部门的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气象部门在形象

识别系统,进一步使气象文化建设成为部门可持

续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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