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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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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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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论证［３７］。难点：①没有专业和专职人员；②

服务决策平台缺乏；③由于预报预测准确率、预

报时效等技术水平的限制，决策气象服务与政

府、公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④与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互动沟通交流偏少，对决策用户需求了解

不够，以预报代替服务居多［８９］；⑤中国局 ＭＥ

ＳＩＳ系统由于数据库及其访问问题，在地市级推

广中存在一定困难。

３　解决办法

①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首先要组建高素

质的决策气象服务人才队伍。从事决策气象服务

的人员必须知识面广，综合协调能力强，在与政

府部门沟通过程中能及时了解各级领导和部门需

求，这样才能开发制作针对性、敏感性、操作性

强的决策服务产品，更好发挥决策服务的作用。

②加强科研和技术支撑　决策气象服务重在为有

关部门的领导提供决策支持的依据，是气象研究

成果的浓缩展示和精华。决策气象服务材料离不

开科研的支撑。因此，应将决策气象服务纳入科

研支撑范围［１０］。③加强策划和信息反馈　针对

每次决策服务，事先要进行策划和调查，服务材

料送达后要进行跟踪调查，对材料的适用性、针

对性、操作性、通俗性等方面加强与决策部门的

互动沟通和交流。了解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

点，及时掌握气象舆情与动态；及时了解农业、

水利、果业、林业、国土、环保等部门的动态需

求，及时反馈信息。在调查方式上可采用问卷与

座谈交流相结合的形式，与决策者互动越多，服

务的针对性就越强［１１］。④加强培训　制定培训

计划和方案，开展常态化的业务技术、平台建设

和技能培训，促进技术、人才等方面不断发展。

⑤建立奖励制度　 决策气象服务是一个系统工

程，从策划、调查、资料整理、分析、形成结论

到最后的定稿材料，凝结了许多人的劳动和心

血，通过建立决策气象奖励制度，鼓励大家做深

入的调研和分析，形成决策服务人才和技术的良

性循环。⑥换位思考，一事一议　在撰写材料

时，应换位思考，站在党委、政府和决策者的角

度，分析气象条件利弊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要一事一议，有理有据，建

议措施得当，操作性强。把复杂的、专业的语

言，用简单的非学术语言表达出来。⑦注重技巧

　气象决策服务要注意把握服务的时机和方式，

对时间尺度比较长的气象灾害如干旱、低温冻

害、连阴雨或连阴天，应在灾害发生前提出风险

展望，过程中及时汇报发展动态，过程结束后及

时评估，勤汇报和沟通。对于突发灾害，应建立

快速反应机制，讲求时效和服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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