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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内容设计与运营思考

任 玉
(宁夏气象服务中心,银川 750002)

摘 要:通过对中国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节目6年来的现状分析,在节目内容的改进与充实上,

提出了通过联合地方防灾减灾委员会主要成员单位,借助名人专家的知名效应,利用重大灾害

性天气事件、重大社会活动、重点工程、重要节点、农事关键期等策划节目内容及表现形式。

对高天气敏感行业的需求进行细分来充实节目内容。在气象频道的运营上,提出加大黄金时段

的播出频次,探讨了频道有效落地推广的方式方法,提出了依托气象办节目,跳出气象办气象,

多部门联合办地方气象影视节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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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节目现状

中国气象频道是中国气象局主办,由华风气

象影视信息集团和全国各级气象部门共同承办的

行业频道,承担国家公共气象服务职能的数字电

视专业频道,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的预警防

灾信息发布平台。自2006年5月18日正式开播

到2010年底,全国各省 (区、市)全部完成了

本地化节目插播,中国气象频道节目内容主要包

括天气预报类、资讯类、专题类、专家评述类、

科普知识类、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直播类等版块。

本地化节目可随时发布本地的各类预警预报信

息,为全国地方联动救灾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并

能根据本地地理特征、气候特点、经济生活需

求,为当地观众提供针对性、实用性、精细化的

气象服务。在普及气象科学知识方面也发挥了重

大作用。在节目播出方式上,大部分省 (区、

市)都是以与当地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合作以开路

播出为主,少部分地区以加密付费方式播出;在

节目运营方面,各地都是由省 (区、市)级气象

服务 (影视)中心经营维护;在资金扶持上,主

要由中国气象局支持、地方政府补贴和自筹资金

等方式进行运营。

2009年12月,中国气象频道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全境实现本地化节目插播。本地化节目插播

丰富了当地气象信息的传播渠道,充实了频道地

方气象信息内容,为地方国民经济服务、各行各

业安全生产提供了气象保障,成为地方政府发布

自然灾害预警和其它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应急信

息的专业平台之一。通过几年的运行,气象频道

收视率不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本地化

节目插播内容与运营方式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2 本地化插播节目内容设计

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台风、暴雨 (雪)、雷电、干旱、大风、冰雹、

大雾、霾、沙尘暴、高温热浪、低温冻害等灾害

时有发生,由气象灾害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山

洪以及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衍

生灾害也相当严重,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

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近年来,全球

气候持续变暖,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出现,造

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为进一步做好气象灾

害防范应对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时向公众发布有效的

防灾减灾救灾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办好气象频

道本地化插播节目显得尤为重要。本地化节目插

播在内容设计上,除日常的紫外线、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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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练、上 (放)学、上 (下)班、交通出行天气

预报,科普知识,天气警示与实况外,应当进行

扩充与延伸。

2.1 联合当地防灾减灾委员会主要成员单位开

展气象影视服务,扩充节目内涵

2007年4月20日,中国气象频道进入中南

海电视系统,并每天制作决策气象节目,为中央

领导和国务院相关机构提供气象防灾决策参考。

各地灾情可在第一时间通过该节目直达中央和国

务院,为国家决策和地方联动协作救灾提供信息

服务支持。很多地方领导或者部门领导都十分看

重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够进入中南海,这是气象频

道的优势之一。以宁夏为例,2009年6月8日,

宁夏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建立灾情会

商制度的通知”,要求自治区民政厅、农牧厅、

水利厅、国土资源厅、林业局、气象局、地震局

7厅局,互相通报有关部门相关单位掌握的雨

情、汛情、旱情、震情等灾情动态信息;人员受

灾、农业受灾、房屋受损、水利设施受损、人员

紧急转移安置以及经济损失等情况;采取的措施

以及救灾工作进展情况等。对7厅局的防灾减灾

职责进行明确划分,确定了各单位的联络员和会

商机制。在对公众的信息发布手段上,除气象部

门既有电视、手机、网站外,其他部门仅有手机

和网站两种手段且主要局限于行业范围内,覆盖

面较小。许多部门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做了很

多事情,苦于无法通过媒体资源特别是电视平台

宣传出来。如何将上述部门防灾减灾工作动态向

广大公众反映出来,这就可以充分利用气象频道

这个平台,将这些部门的工作动态通过视频信息

传递到群众中去,既满足了行业的需求,也让老

百姓的知情权得以行使,同时也会获取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2 借助名人专家的知名效应,跨行业制作气

象节目

建立天气高敏感行业专家学者数据库。根据

不同天气、气候条件下各行各业的特点,走出气

象部门做节目,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实地访

谈。这样借助名人专家的知名效应,跨行业制作

气象节目,能够保证节目更具有针对性、说服力

和吸引力。

2.3 加强重大灾害性天气事件的报道

重大灾害性天气,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

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遇有灾害性天气,应及

时谋划,选派多个拍摄组分头赴关键地区特别是

可能产生灾害较重的地区进行采访,捕捉灾区的

实景画面,通过电视发布,对公众会具有冲击

力、震撼力。通过实地追踪采访,诠释 “无微不

至,无所不在”的气象服务宗旨。

2.4 针对重大社会活动、重要节日、重点工程

等提前策划节目内容

每年年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政府工作报

告》中都会列出政府当年的重大社会活动和重大

工程建设项目等。因此,可针对这些活动和项目

等积极展开气象影视服务。对每个重大社会活动

进行全面策划,提前布置,及早介入。发掘好的

素材,编导出好的脚本,争取做出精品节目。做

好政府部门组织的重大社会活动、重大节庆、重

点工程的气象影视服务,不仅可充实本地化节目

内容,而且拓展了市场,既能赢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又会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

2.5 加强节目针对性,充实节目内容

同一天气气候条件下,不同行业对气象服务

的需求各不相同。以西北地区为例,每年的冬春

季节是干旱少雨 (雪)、多风 (沙)时段,这个

时期政府领导、农牧业部门和农民群众最为关心

的是如何解除干旱、草原防火、春耕生产、人畜

饮水及作物用水等问题,黄河沿岸陕甘宁青蒙等

省区的水利部门最为关注凌汛的发生发展情况,

林业部门关注的是森林防火安全、植树造林、防

风防沙等工作,交通部门则关注雨雪风沙及冰冻

灾害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同一行业的不同部门和

单位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差别也较大。如:旅游

局、旅行社、旅游景区、游客,交通运输厅、公

路建设、道路运输、公路管理、路桥公司、客运

公司、交警、旅客分别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各不相

同,差别较大。农牧业方面,除了传统的春播、

三夏、秋收、冬灌外,设施农业、优质瓜果、特

色农业、病虫害防治、奶业生产、渔业、牛羊养

殖繁殖、牧草收割与晾晒、农业政策保险等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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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信息的的需求更多、更广泛。健康休闲节目方

面,目前注重天气对人们出行、健身、购物是否

适宜的提示,在科普教育方面略显不足。因此气

象服务应以需求为引领,应针对天气高敏感行业

的真正需求开展调查研究,注重节目的针对性,

开发和充实相关节目内容。周末,可针对当地本

周的天气气候特征、重大天气过程及引发的其他

事件,进行综合描述,同时对下周可能出现的重

要天气过程进行简要介绍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每

周五晚间节目插播2次以上的本周天气评述和未

来一周天气展望较为适宜。

2.6 加大气象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

通过气象频道加大气象科普和防灾减灾知识

宣传力度,深入普及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将灾害

性天气的识别、危害与预防措施作成系列短片适

时播出。在节目中注重相关科普知识的介绍,如

在提示大雾、雷雨等灾害性天气人们的一些生产、

生活是否适宜的同时,应注重一些原因的解释。

3 本地化插播节目的运营思考

3.1 增加黄金时段节目播出频次

每天19:00—22:30为电视节目的黄金时

段,建议这段时间每15min插播一次本地化节

目,内容以群众最为关心的与天气相关的本地新

闻为主,辅助国内、国际热点话题以及与影响民

生、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天气事件。遇有重大灾

害性天气过程,应申请频道总编室打通频道本地

插播3min时间限制,播出当日最新的天气实况

视频信息。

3.2 加大频道有效落地推广力度

中国气象频道开播虽近6a,但在节目收视

率、观众关注度、当地政府资金投入等方面都不

尽如人意。没有收视率,电视频道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就难以实现。在气象频道的推广宣传方

面,首先,要引起各地气象主管机构领导的重

视。气象频道作为行业专业频道,其垄断优势和

独有的气象新闻资源,是其他部门难以企及的。

可通过全省 (区、市)气象会议等宣传气象频

道,鼓励地市级气象局提供气象新闻线索或视频

资料源,充实气象新闻素材;其次,要充分利用

各种社会媒体资源推介气象频道,利用各种手段

和方式 (如科普知识 “六进”活动、地方电视天

气预报栏目、集市、明信片、学生课程表等)宣

传气象频道,利用气象部门正在大力开展的气象

为农服务 “两个体系”建设,通过大喇叭、电子

屏等自有媒介宣传推广。只要频道内容充实、领

导关注、百姓关心,频道的知晓率、知名度提

高,收视率自然得到提升。

3.3 多部门联合经营气象频道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减灾委员会下

发了多项关于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和监测预警等方

面的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气象频道的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气象影视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截止目前,宁夏气象局已与自

治区农牧厅、民政厅、国土资源厅、林业局、民

航空管局、移动公司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将逐步与广播电视局、交通厅、水利厅、卫生

厅、环保厅、旅游局、地震局等单位签署相关合

作协议。这些协议的签署,为气象频道的发展打

开了通道。可以频道为纽带,对多部门的防灾减

灾工作进行宣传,加强灾害应对工作的协调联

动,争取多部门的资金支持,形成防灾减灾工作

合力,为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的健康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4 结语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节

目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引领,立足气象办节目,充

实插播内容,以丰富多彩的内容获取公众眼球,

加大频道宣传力度,提高节目收视率。在取得社

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依托

气象资源,联合多部门经营气象频道,丰富本地

气象节目内容,争取多部门资源共享和资金支

持,是促进气象频道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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