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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背景下气象信息的传递

王骊华,张 宏,朱丽荣
(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陕西气象部门契合 “微时代”发展步伐,积极发展气象政务微博,着力拓展气象信息的

覆盖面和受众面。结合 “陕西气象”微博发展情况,总结微博在气象信息传递中的发挥的作用,并

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挖掘微博平台气象信息服务优势,探索公共气象服务多样化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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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时代”即以微博作为传播媒介代表,以

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微时代”的

到来,为气象部门信息传递提供了新平台。气象

政务微博的建立与服务,成为传递气象信息、了

解服务需求和公众意见、建议的又一渠道,也成

为公众获取气象信息及普及气象科普知识的重要

途径。微博传递气象信息,有效延伸了公共气象

服务触角,提高气象信息的受众面,值得深入探

索思考新媒介传播背景下,气象信息多元化的传

递方式与实效。

1 全国气象微博服务概况

从2009年起,国家级和省级气象部门陆续开

通了气象服务官方微博。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

2012年全国以 “气象”为主题词注册的微博用户

1000个,通过新浪V认证的用户280个,其中省

级气象服务官方微博41个。除气象部门官方微博

以外,气象工作者的微博也引来广大网友的关注。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开通认证了个人新浪微

博与广大网友互动交流,而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

宋英杰以近24万粉丝数排在首位。气象微博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最 “萌”、最诚恳、最诗意的气

象微博纷纷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全国各地气象部门微博中,“广东天气”官

方微博,以活泼灵活的语言与公众互动,形成的

“全省统一品牌、各地特色服务”的业务运行模

式,其以近180万的粉丝数量排在众气象微博的

首位,其次 “河北气象”官方微博以近135万粉

丝数量排在第二。 “陕西气象”官方微博,于

2011年3月起正式上线,现拥有粉丝31万,综合

指标在全国排名第六。通过加强运维管理,改版

微博栏目,组建微博服务客服团队等措施,微博

气象服务发展成效显著。

2 微博传递气象信息优势

2.1 即时传播,利于气象信息广泛传递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信息时效性

要求越来越高。相对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微博更

加便捷、直接、迅速。微博作为一个网络媒体的

传播工具,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等终端第一时间

传递各类气象信息。尤其在气象预警信息传递中,

其及时有效的传播性,使公众接受信息、阅读信

息、转发信息的过程可同步完成,实现了信息再

传播的零距离。 “陕西气象”微博气象预警服务

中,一条预警微博发出后,网友阅读浏览量平均

达到2万人次,相比手机短信、声讯电话、广播、

电子显示屏等信息传播手段,微博的特点为快速

传播、受众面广,更有利于气象信息广泛传播,

有助于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2.2 裂变转播,利于拓展气象信息覆盖面

微博信息的传播,实现了网络平台下的多种

传播手段的相互渗透,使微博发布的信息能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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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呈现出 “裂变性”放大效应。当一条气象信

息通过微博发出后,信息的内容可通过 “粉丝”

们的互动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无数次的裂变传播,

传播量和传播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这种传播速

度和传播广度都超过其它媒介,使得公众获取气

象信息的渠道更广、速度更快。目前, “陕西气

象”微博除了在新浪、腾讯平台发布信息以外,

还与 “陕西发布”政务微博、新华网和人民网微

博平台建立了互馈共赢机制,通过政府部门微博

平台传递气象信息,使气象微博的 “裂变效应”

进一步扩展,气象信息受众面和覆盖面不断扩大,

更有助于气象信息实现广覆盖。

2.3 双向传播,利于用户随时互动交流

微博信息传递上不仅可以实现 “一对一、一

对多”,也可以实现 “多对多”的传播效应。用户

之间可以对某条信息进行相互交流,也可以就某

一话题和更多用户交流。微传播使得公众从单纯

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传播者和参与者。对气

象部门而言,遇到重大天气过程,各级气象部门

可根据天气过程特点联动服务。近期,面对雾霾

天气持续 “围城”话题,陕西省气象用户服务中

心与腾讯大秦网共同策划了 “微直播”访谈节目,

邀请陕西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刘勇与广大网友互

话 “雾霾天气”。网友通过微博提问,与气象专家

“点对点”互动,获知雾霾天气成因、防御措施等

气象知识,拉近了气象专家与网友的距离,使气

象信息的传递与普及亲民化,有效的建立起公众

和气象部门互动沟通的桥梁。

2.4 “草根”传播,公众获取气象信息更具普遍

性

微博具有天然的 “草根性”,其用户大部分为

普通公众,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很容易引

起共鸣。由于操作方式的简捷性,使无数个体在

参与社会交往的同时,成为对外传播的信息出口。

它没有传统媒体的深度,但却以其自身的广度契

合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提供了更多的信

息素材,成为传播网络中一个个不可或缺的信息

点。“陕西气象”微博粉丝中,有普通的社会公

众、有关注气象信息的气象爱好者、有V认证的

媒体、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用户群,均可以通

过微博平台了解气象信息,关注天气变化。在微

博平台,信息获取更加平民化、无介质化,公众

获取气象信息更直接,便捷。

3 气象信息微传递思考

3.1 创新思维,利用好微博平台传递气象信息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

求和要求也日益增高,气象服务产品和信息传播

途径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满足公众的需求,才能

得到发展。微博的出现为气象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契机,也已逐渐成为公共气象服务中气象

信息传递的新手段。利用微博及微信等平台,创

新气象信息传递新模式,将会有益的补充电视、

广播、电话、短信等信息传递的不足,拓展气象

信息的传递覆盖面和影响力。陕西气象部门省市

官方微博圈已形成,可大胆创新微博服务模式,

加强省市气象政务微博联动,延伸公共气象服务

触角,促使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提速扩面”。

3.2 精心策划,注重打造 “精品”气象微博

全国气象部门官方微博已纷纷建立,并各自

寻求特色发展的路子。“陕西气象”微博在探索中

不断发展,注重追踪热点信息、策划互动合作、

加强合作交流、打造 “精品”微博,力争做大做

强气象政务微博。2012年10月,省市气象微博

联动开展的 “景区天气我来报”微博话题活动,

活动开展一周粉丝上涨5000余名,效果十分突

出。2012年度获得腾讯 “优秀政务微博”称号,

并在在新浪微博平台2071个政务微博中,入围

“陕西省十大政务机构微博影响力榜”。因此,深

入实践,强化策划和经营,着力开展特色化、属

地化的微博服务,注重打造 “精品”气象微博。

3.3 加大支撑,推进微博服务团队建设

微博文字内容虽限制在140字以内,但生动

的文字和配图、幽默的形式等更能引起公众的关

注。图文并茂,语言生动的气象微博更受网友的

青睐。因此,加强微博服务团队的建设,提高采

编人员信息提取、采编的能力,制作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的气象微博,提高用户的阅读兴趣及对

气象信息的关注度将是微博发展继续探索实践的

问题。专业化的微博运维团队,有助于气象信息的

准确传播,同时可以避免非专业的气象信息服务

34 2013 (2)             王骊华等:“微时代”背景下气象信息的传递



文章编号:1006-4354 (2013)02-0044-03

发展陕西气象培训的探讨

岳宏伟,李琳娜
(陕西省气象培训中心,西安 710016)

摘 要:通过分析教育培训在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陕西气象培训已经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建立四级培训体系、实施三级培训方式、开展双向培训模式、

打造气象培训精品课程和核心班型,进一步促进陕西气象培训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气象培训;体系;模式方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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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气象事业发展,一靠科技,二靠人

才,三靠科学管理,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气象

培训是人才队伍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促进人才成

长的重要途径,是建设高素质气象人才队伍的先

导性、基础性工程。大力推进气象教育培训工

作,围绕气象现代化建设和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

气候变化的需要,以业务服务和科研骨干人才为

重点,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1 陕西气象培训进入发展关键期

陕西省气象培训中心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理念下,始终把气象教育培训工作放到气象人

才、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思考,大力推进学

习型部门建设和现代气象业务发展,助推陕西气

象事业发展。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教学楼、

学员宿舍等基础设施建设、多媒体教室改造、远

程学习平台建设、培训核心班型打造、培训教材

编写、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

很大进步,推动了陕西气象人才队伍学历层次的

大幅提升和广大气象干部职工的业务、管理、服

务能力的提高。随着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

院以业务技术体制改革、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提高四个能力等为主题的干部培训和全国气象部

门省级以上预报员轮训的顺利开展,标志着气象

教育培训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陕西省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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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舆论风险,是气象微博长效发展的基础。

3.4 紧跟步伐,提升气象政务微博服务能力

目前,微博服务已成为推进政务公开化的有

效手段之一。2012年11月,陕西首个全省政府

微博平台 “陕西发布”正式上线。全省厅局级单

位政务微博中,“陕西气象”微博以腾讯平台粉

丝数排名第一的成绩,被省委省政府首批列入

“陕西发布”平台。气象微博的发展,加快了气

象信息在社会多层面的传播速度,改变了气象部

门参与社会管理、与公众交流互动的方式。“微
时代”背景下,抓住社会正从 “媒介时代”向

“直介时代”转型机遇,深度挖掘微博在做好信

息公开、网络问政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微

博气象服务的能力,提高公共气象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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