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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观测业务竞赛能力建设探讨

高 娟
(榆林市气象局,陕西榆林 719000)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C

  2007年起,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每年

举办一届,其中气象观测业务竞赛每两年一届。

在当前各级业务竞赛常态化的形势下,如何加强

竞赛能力建设,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是观测

业务中的一项新课题。本文从组队、练兵、集训、

系统建设等四个方面探讨地市级观测业务竞赛能

力建设。

1 组建精英队伍,初选培养对象

1.1 精选业务骨干

县站推荐,市局考察,在每县区选出1~2名

业务基础扎实、有上进心、有责任心、有潜力的

业务人员,组建一支业务精英队伍。定期组织学

习、讨论、考核,为竞赛提前储备人才。

1.2 出台激励措施

可将业务人员的奖励、成绩,通过量化打分,

作为职称评定、晋升、评优的加分项目。业务竞

赛中的奖励增加竞争的砝码,能激发业务人员学

习业务、总结技术、踊跃参赛的热情。

1.3 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 “天天学、周周练、月月点评、年年提

升”的机制,规定学习范围,每天个人自学,每

周固定一天作为集体学习和站内考试,每月市局

点评一次,每年组织全市的观测业务技能竞赛,

至少有一次是全员参赛,一方面以赛促升,带动

业务队伍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另一方面通过竞赛,

锻炼精英,进一步筛选6~10名重点培养人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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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业务机构各有职责,不可混同、逾越。但实际

工作中,却出现了一些越职甚至包办现象。其中

有各业务主体的越职,更多的是业务人员身兼数

职。如:防雷中心既从事雷电风险技术评估,又

从事图纸审核、以及竣工验收和定期检测,甚至

有些基层单位雷电风险技术评估、图纸审核、竣

工验收、定期检测、防雷工程均由同一防雷机构

实施,更有甚者,每个环节均由同一人员经手,

各业务环节缺乏监督和制约。

建议:
(1)雷电风险评估是前置并独立于防雷设计、

图纸审核等的一项业务工作。主要为管理者提供

决策依据,此项业务应由专门的具备相应资质的

机构承担,不宜由防雷中心或其他业务机构实施。

(2)省、市级防雷中心的图纸审核、竣工验

收、定期检测等业务应由不同的业务人员完成。
(3)由于县 (区)气象局防雷业务人员短缺,

难以做到每项业务由不同的业务人员负责完成,

建议可在防雷业务各环节上采取与其他县局联合、

互换或者委托市级防雷中心或是社会防雷业务机

构等方式,做到程序规范。

5 小结

防雷工作中,行政和业务两类基本主体应明

确各自职责,各类业务主体相互之间应界定业务

范围,分工明确,形成既有配合、又有分工的业

务机制和规范的业务流程,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各类社会防雷资源,共同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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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台站竞赛结果纳入市局年度目标考核,提高台

站对竞赛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

2 抓基本功训练,高起点练精兵

2.1 扎扎实实打功底

历届竞赛获奖选手大多在观测业务岗位工作

十多年甚至更久,长期的积累使他们的业务技术

娴熟,在基础理论、系统操作、故障维护等方面

都有深厚功底。要求重点培养人员不但要天天学、

周周练、每月参加点评,更要坚持参加值班,以

实践巩固知识,强化技能。

2.2 拔高起点练精兵

地市级组织业务竞赛应按照中国气象局、省

气象局命题方式进行,通过尝试组织高标准、全

科目业务竞赛,让县区局业务人员接触、感受中

国局、省局竞赛模式,了解竞赛内容,衡量自身

差距,把握学习重点,以高标准要求自身,向高

水平看齐。针对重点培养人员,经常组织小范围

竞赛,通过竞争督促学习。

3 建立科学有效的赛前集训机制

3.1 合理的集训计划

集训时间可控制在1~2个月,集训时间太长

易产生厌倦情绪,太短则难以完整实施计划。集

训进度安排应该细化到每一天,课程学习细化到

每一时段,模拟训练细化到每一项目。科学安排

不同科目的训练时间,如理论学习安排在上午,

并在每日临睡前巩固记忆;有关操作处理的科目

应与竞赛日程安排的时段一致,使选手充分适应;

安排适当的技术保障讨论时间,分享经验,发现

不足,重点强化。

3.2 得力的人员、经费保障

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使队员有充足的时间

查漏补缺,梳理、巩固各科知识。保证教练、队

员都全身心投入集训,不受其它工作干扰。加强

提问环节,条件允许,可一名选手配备一名教练。

在集训的组织上给足经费支持,并提前承诺获奖

后的配套奖励,激发队员冲击奖项的动力。

3.3 高强度的模拟实战训练方案

每次竞赛都应制定相应的模拟训练方案,每

日安排专项训练,限时完成;每周进行一次实战

演练,完全依照正式竞赛进行,形式与内容并重,

队员答题的过程要全力以赴。通过大量模拟、真

题训练,熟悉竞赛套路,发现并纠正不良习惯,

总结各种障碍的应对技巧,提高自信心。

3.4 科学的训练方法

始终要求选手全面学习,针对队员薄弱项目

帮助弥补,提高团队整体实力。发挥好教练 “点
拨”作用,队员在学习中遇到盲点、难点,不提

倡死钻硬啃,可将问题随时记录,每天由教练收

集,能明确答复的立即解答,不确切、难定夺的

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寻求答案,为队员学习找

捷径,避免钻牛角尖浪费时间。要求每个队员有

自己的错题集,从题中掌握知识,但不能在 “习
题”上押宝。

3.5 必要的交流与调节

积极与外界交流,知己知彼,随时掌握竞赛

情况,有的放矢。对竞赛的各种考点,多做一些

预测、准备,提高应变能力。对内多与队员沟通,

根据需求,做好保障服务和情绪疏导、鼓励。集

训中应劳逸结合,适当安排运动休闲活动。

4 开展观测业务竞赛的系统化建设

4.1 基础资料积累

地市级业务管理科室应收集整理观测业务技

能竞赛所涉及到的各类书籍、工具和竞赛试题,

指导各台站购置学习书籍,保证人手一套。建立

竞赛试题库,对基础理论、综合处理题、业务设

备故障案例等分类入库,并不断更新,积累全面

的复习参考资料。

4.2 努力为竞赛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市级自立课题项目等形式研究开发针对

竞赛的各种系统、工具,如建立考试系统,实现

随机抽题、生成竞赛试卷等功能,根据需求开发

自动评卷工具,提高效率,促进竞赛组织能力和

试卷编制水平不断提高。

4.3 做好竞赛总结

无论是参加省局竞赛,还是市局组织的竞赛,

结束后都应进行点评、总结,对成功的经验和失

败的教训进行全面分析,并将总结作为存档文件,

供今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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