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志成，王维刚．陕西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及应对措施 ［Ｊ］．陕西气象，２０１４ （３）：４６－４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 （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４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党志成 （１９６３—），男，陕西澄城人，汉族，高工，从事气象管理工作。

陕西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

现状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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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介绍陕西省各级气象机构在探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入手，剖析仍然存在的问

题，进而分析探讨下一步的措施，试图为全国探测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可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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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陕西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陕西省气象探测

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既有全国探测环

境面临的普遍难题，即城市建设、扩张对探测环

境的挤占，也有陕西省面临的具体问题，即地处

内陆腹地，跨越秦岭，地形复杂，气象灾害频

繁，每年因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造成的

损失巨大。陕西省各级气象机构重视气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国务院 《气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出台后，陕西省各级气

象机构为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探测环境遭受破坏迅速蔓延

的趋势。

１．１　加强与人大、政府联动，促进立法和监督

陕西省市县三级气象机构均通过促进地方立

法或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对气象探测环境进行

保护。《陕西省气象条例》（２００１年）、《陕西省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２０１０年）、《陕西省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办法》（２０１３年）都设立专门章节或

条款，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进行了明确规定。全

省所有市级气象机构以及半数以上的县级气象机

构都通过政府正式公文的形式出台了关于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陕西省各级气象机构持续多年与人大、政府

进行联合检查监督。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陕西省气

象局与省人大、省政府平均每３年进行一次气象

执法检查，各地市气象机构与市人大、市政府平

均每２年进行一次气象执法检查。通过联合检

查，使各级人大、政府更深入了解陕西省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的现状，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

１．２　加强与城市建设部门联动，促进预防和保护

２００４年陕西省气象局和省建设厅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通

知要求，各级气象部门将探测环境保护的标准、

范围向当地规划、建设部门备案，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需征得气象部门同意。通

过与规划、建设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把好建设项

目审批关，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建设项目破坏气象

探测环境情况的发生。

１．３　加强与上级气象部门联动，协调地方政府

工作

　　根据２０１３年陕西省气象局探测环境保护专

题调研组统计报告，８５％的县级气象机构会在探

测环境破坏初期及时向上级气象机构和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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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争取指导和支持。通过上级气象机构和当

地政府协调，减少阻力，降低处理难度是目前县

级气象机构处理探测环境保护案件的主要方法。

１．４　加强自身执法力度，积极查处违法案件

气象探测环境违法案件发生后，绝大多数县

级气象机构在上报上级气象机构的同时，会启动

执法程序。通过立案调查，对违法行为人下发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直至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违法行为。

２　陕西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３年经陕西省气象局组织对全省气象台

站探测环境现状评估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台站

已不符合探测环境保护标准，不少台站面临破坏

的威胁。

２．１　地方各级配套气象立法亟需进一步细化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是目

前关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最新、规定最严格的行

政法规，也是气象机构处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案

件最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但与之配套的地方

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健全。特别是该条

例第二十四条中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追究刑事责

任的违法情形的界定，涉及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和刑法的衔接适用，在地方立法也缺少进一步的

明确和细化，造成相关违法行为难以追究。

２．２　与地方政府、部门的联动亟需进一步落实

地方政府对探测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亟需

加强。一些地方政府，明知项目建设必定影响气

象探测环境，但基于发展当地经济和政绩考核的

考虑，在招商引资、商品房建设、开矿办厂等项

目审批上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于不顾。这是目前

气象探测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有些政府领导对气象探测环境缺乏明确的认识，

误认为气象探测环境影响一点不会造成严重后

果。此外，还有些政府领导认为气象部门属垂直

管理部门，相关考核不在当地进行，不用承担

责任。

与城市建设部门的联动亟需进一步落实。以

２００４年陕西省气象局与省建设厅联合下发的

《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为

例，通知要求：各市、县规划部门对可能影响气

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建设项目，必须事先依法经

气象主管机构同意，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之

一。但２０１３年陕西省气象局探测环境保护专题

调研组统计发现，仅有４９％县级规划建设部门

按照要求执行，气象机构与规划建设部门的协调

联动机制不健全，双方配合亟需进一步加强。

２．３　气象探测环境普法需深入普及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意识需进一步普及。气象

观测场周边部分群众由于贪图私利、法律意识欠

缺等原因在观测场附近私自建房或加高，或擅自

耕种、取土、采石。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稍欠细致

就会被蚕食。同时，企业守法经营观念亟需进一

步强化。陕北、陕南多高原、山地，土地资源稀

缺，很多商品房开发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建设

项目往往通过多种方式逃避或骗取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的审查，导致项目建成后影响气象探测

环境。

２．４　基层气象机构处理手段和方法需多样化

基层气象机构主要从事业务工作，行政协调

和社会管理经验明显不足。在处理气象探测环境

破坏案件过程中执法水平和处置手段不能满足实

际需要，往往造成与当事人尖锐对立，或与有关

部门协调不顺畅，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３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新举措

３．１　健全完善地方配套立法

省级气象机构促请省政府出台关于 《气象设

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市县气

象机构应积极协调政府制定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地方的具体规

定。新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重点完善和细

化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原则

性规定，填补上位法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如迁站

应具备的道路、水电、通信条件；结合实际制定

有地方特色、行之有效的规定和措施。尤其是针

对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１７

条 “未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者未落实补

救措施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的规

定，应细化明确气象部门与有关部门的联合审批

机制。针对第２５条规定的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

为，应承担和第２４条危害气象设施同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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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因为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为与危害气象设

施的行为仅是损害无形财产和有形财产的区别，

二者的法律性质一致，法律责任规定也应一致。

３．２　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府目标

考核

　　做好气象探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在各级政

府。只有各级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

真正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重视起来，自上而

下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问

题才会得到根本解决。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的科

学发展、注重民生、不唯 ＧＤＰ，各级气象机构

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促进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

３．３　完善与城市建设部门的联动合作机制

按照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第１７条规定：“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未征得气象主管机

构书面同意或者未落实补救措施的，有关部门不

得批准其开工建设”。规划建设项目审批是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关口。规划建设部门作为规

划建设项目的主要审批主体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气象机构要

积极主动与当地规划建设部门协调，联合下发相

关文件建立两个机制：一是切实落实法律的相关

规定，就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建

立完善联动审批机制；二是按照分工负责、密切

合作的要求，双方建立定期座谈交流，随时通报

沟通的部门协作机制。

３．４　充分发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的作用

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是做好气象灾害预警和

应急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全国各地省市县

三级政府多已成立由本级政府主管领导担任总指

挥，办公室挂靠气象机构的气象灾害应急指挥

部。各级气象机构要改变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是

议事协调机构的认识，切实履行职能，充分发挥

其对涉及气象灾害应急事务的管理、指导、监督

作用。

３．５　推动公检法部门介入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２４

条明确规定：危害气象设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规定了危害气

象设施的法律责任。如前所述，危害气象设施和

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性质相同，因此，严重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应追究同样的法律责任。

省级以上气象机构应组织法学理论界和司法

实务界学者、专家进行研讨，促使理论、实务界

达成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共识，探讨更为可行的

保护方法。同时，省级以上气象机构要积极探索

司法部门介入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案件。一是积极

促进公安部门单独或联合发文，就危害气象设施

和危害气象探测环境，需追究治安管理责任的情

形进行列举，使得规范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

性。同时，明确公安机关介入的时机、处理方式

和联动配合机制。二是积极促进检察部门单独或

联合发文，就危害气象设施和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案件中涉及的渎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情

形，明确处理意见和方法。三是积极促进省级以

上法院单独或联合发文，就危害气象设施和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案件中涉及的强制执行问题，要求

有关法院配合实施，并促成发布取得良好效果的

关于探测环境保护成功案例的选编，在指导下级

法院规范办案的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普法

宣传。

３．６　强化气象机构的管理职责

气象机构是法律明确授权的执法主体，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工作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职责。各

级气象机构必须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职责。首先

要注重预防，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案件一旦违法事

实形成，恢复原状难度较大。因此，对此类案

件，第一要着眼预防，加强巡查，立即制止，及

时上报，防患未然。第二，主动协调。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案件往往涉及政府部门，处理过程中要

注重行政协调，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

持，多方形成合力。同时，也要注重与当事人的

协商沟通，争取尽早妥善解决，减少处理成本。

第三，敢于执法。对于确需立案查处的情形，气

象机构要敢于行使执法权，坚决维护气象法律的

威严。上级气象机构要及时支持鼓励、跟进指

导。第四，探索多种方式方法。各级气象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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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当地实际状况，积极探索合适的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方式方法。如建立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金制

度，要求当事人在项目申请时交纳一定数额保证

金，防止其在项目批准后擅自扩建、私自加高等。

３．７　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各级气象机构应当积极联系新闻媒体，主动

提供新闻线索，曝光气象探测环境违法行为，充

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和舆论引导作用。一是对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当地的严峻现状进

行宣传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舆论支持、政府关

心；二是促进新闻媒体对具体案例进行跟踪报

道，形成舆论监督，促使违法当事人和有关部门

尽快妥善处理问题。

３．８　综合考虑，必要时及时迁站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真

实、准确、有代表性的气象观测数据。对于气象

探测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失去治理和恢复可能的

台站，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和财力因素，在新址满

足条件和迁站费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应依法及

时迁站。避免时过境迁，错过时机，出现原址破

坏严重，又无新址和迁站费用局面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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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地市级气象决策服务的思考

张永红，葛徽衍，韩蓓蓓

（渭南市气象局，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１　决策气象服务的新提法和新要求

２０１０年中国气象局发布 《决策气象服务质

量评估方法》，决策气象服务质量评价包括职能

主管部门 （领导）评价和决策主管部门 （领导）

评价两部分７项指标，职能主管部门 （领导）评

价包括针对性、敏感性、综合性和时效性评价；

决策主管部门 （领导）评价包括刊用次数、批示

次数、批评次数，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安徽省细

化中国气象局评价方法，建立决策气象服务质量

评价体系［１２］。陕西省气象局对决策气象服务稿

件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明显提高，并加强决策气象

服务的考核。在针对性方面，要求充分考虑领导

的关注点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气象监测、预报预警

等气象信息的需求；通俗性方面，要求简明扼

要，通俗易懂，直观明了，减少成因和发展过程

等专业方面的描述，直接提供结论和建议。

２　地市级气象决策服务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①不同季节和月份关注的热点；②与

农业、农村相关的设施大棚灾害、果树低温冻

害、干旱，冰雹防御；③高影响天气和极端天气

事件，雾霾天气，城市内涝和高温，森林防火，

水库蓄水时间；④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气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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