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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结了湖北省创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主要经验#分析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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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普教育)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

化素质是党和国家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

实施科技兴国的重要内容(加强气象科普工作#

创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对提高社会公众抗避气

象灾害能力乃至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近两年来#湖北省气象部门充分发

挥自身科技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因地制宜#创

建了一批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的国

家级)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本文系统地研究和总

结了湖北省创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主要经验#

分析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创建气象科普教育

基地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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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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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发展规划的落实

科学的发展规划是创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

基础和前提#而如何使规划落实则是创建气象科

普教育基地的关键所在(

!"#!

年湖北省气象部

门仅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

个#全国气象科普教

育基地
!

个#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

个(

!"#,

年
3

月#根据第四次全国气象科普工作会议要求#湖

北省气象局制定了 1湖北省气象科普发展规划

!

!"#,

'

!"#*

年"2(为了落实发展规划#湖北省

气象局建立健全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体

制#明确了各地创建各级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时

间表#每年创建
$

!

*

个省级以上气象科普教育

基地#并在年初给有关单位下目标(通过目标考

核和时间进度督查#截至
!"#$

年
*

月#湖北省

共创建省级以上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

个#其中#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

个)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

个)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
#!

个#全省
#!

个

市)省直管市 !区"气象局被授于为省级以上气

象科普教育基地#覆盖面达到了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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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设施的改善

改善基础设施#是创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

必要条件(近几年来#湖北省气象局在改善气象

科普馆硬件设施上下了功夫(

!"#+

年湖北省气

象局投入
#""

万元#对湖北省气象科普馆进行了

维修和改造#增加了模拟人工降雨触摸一体机)

气象灾害知识查询台)世界气象灾害触摸一体机

等互动性设施(天门市气象科普馆以 *茶圣故里

!

楚天名城
!

风云变幻
!

气象万千,为主题#形

成了由
-

个图文展区)

!

个气象科技模型展区)

#

个气象仪器展区)

#

个多媒体展区和
#

个图书

音像展区组成的气象科普馆(浠水县气象科普馆

购置了龙卷风模型)地球仪)仿真雷电)小型气

象站)电动三球仪)插入式测温仪)

,3

高炮模

型等#进行实物模拟展#参观者在气象科普馆就

可 *观台风,)*遥控雷电,(黄冈市气象科普馆

配置了长征火箭)气象卫星)光电模拟仪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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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业务和科普的融合

湖北省气象局始终坚持气象业务与气象科普

深度融合#牢固树立气象业务场所与气象科普场

所密切关联的理念#要求各地在进行气象业务建

设时#同步进行气象科普场馆建设(因此#气象

台站一般都在气象综合业务平台)气象观测站)

气象影视制作室放置诸如气象灾害预警平台)气

候预测平台)雨量器)百叶箱)风向风速仪等标

示牌(这样既不影响业务工作#又可对参观者进

行气象科普宣传(咸宁市气象局建成集黑山国家

观测站)咸宁市气象台)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

究所暴雨外场试验基地)气象科普长廊为一体的

综合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潜江市气象局和浠水县

气象局在通往观测场道路上刻制了农历
!+

节

气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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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整合申报

湖北省气象局注重将各类气象科普活动与各

类气象科普教育场所设施进行整合#丰富创建气

象科普教育基地内涵#申报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将气象科普馆)气象综合业务平台)观测站等有

机结合起来#并辅以收集整理的 *

,

+

!,

,世界

气象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科技活动周)全

国科普日和气象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

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等气象科普教育宣传系

列活动的资料和照片(潜江市气象局将气象科普

馆#校园气象站基地)社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虾稻连作气象科普基地)气象大院科普教育基地

等 *一馆四基地,进行了整合-武汉市气象局将

武汉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武汉农业气象试验站

!鄂东农业气象分中心")涂长望陈列馆和武汉气

象科普公园进行了整合(武汉市气象局和潜江市

气象局均于
!"#$

年
#

月被中国气象局)中国气

象学会命名为 *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综

合类,(

#%$

!

利用社会资源"促进气象科普向校园%社

区延伸

近年来#湖北省气象局以 *红领巾气象站,

等形式建设示范校园气象站#在有条件的中小学

建成气象观测站和气象科普知识画廊#创建气象

科普教育基地(先后在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

学)东西湖区实验小学建成六要素自动气象站#

同时还配有人工观测项目#成立红领巾气象兴趣

小组#进行气象观测记录#模拟制作校园天气预

报(通过气象观测活动#使学生们掌握了气象观

测的基本方法#树立关注气象)保护环境的良好

意识(

!"#$

年
#

月#两所小学均被中国气象局

和中国气象学会命名为 *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示范校园气象站,(

近年来#湖北省气象局主动与社区联系#利

用社区空阔地#从居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入手#建

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先后在仙桃市张沟镇联潭

村社区)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和南湖中央花园社区

建设了六要素的社区自动气象站和天气预报电子

显示屏#并制作了气象科普长廊和气象防灾减灾

知识翻板(社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成为气象部门

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新窗口#也是气象防灾减

灾进社区的新形式之一(

!"#$

年
#

月#武汉市

武昌区南湖街中央花园社区)仙桃市张沟镇联潭

村社区被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学会被授予 *全

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基层防灾减灾社区

!乡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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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科普场馆规划不到位"经费不足

部分气象台站在业务建设规划时没有预留气

象科普场馆#没有专门的建馆)维持与设施更新

经费(

!%!

!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不够"资源浪

费明显

部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自建成以来#对外开

放采取定期和预约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在 *世界

气象日,)*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重要

节日或活动期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外#还接待中

小学预约参观#但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或

半关闭状态#造成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资源的

浪费(

!%,

!

活动策划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具有品牌优势的气象科普活动较少#围绕各

个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特色进行特色科普活动的

策划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需要进一步探索新

的科普工作思路#提高活动质量#从公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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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来开展科普活动#以达到预期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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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不够合理科学

目前#湖北省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实行免费参

观#运行成本较高#部门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内

部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没有常设工作机构#不少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没有

配备专职科普工作人员#遇到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开放日或来人参观#往往临时召集相关人员参与

接待和讲解#因此讲解简单)不到位#不能满足

参观者的需求(同时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致使

兼职人员对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良性发展(

#

!

几点建议

,%#

!

业务建设与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建设进一步

深度融合

在气象台站建设时#应将气象科普馆建设纳

入规划(在规划自动气象站网布局时#在不影响

观测数据准确性的情况下#将自动气象站尽量建

在社区)学校和公园#兼顾气象观测和气象科普

工作(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经费和维持经费

纳入业务建设预算#保证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正

常运行(

,%!

!

广泛联系相关部门对接科普教育基地资源"

打造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品牌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共同用好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如与教育局)有关学校形成长期的合

作教育机制#增加组织学生参观气象科普教育基

地的频次#充分利用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资

源#组织开展校外气象科技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以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

广泛开展与社区)农村 *结对子,#采取联

创共建的方式#引导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深入基

层#扩大影响(与相关科普教育基地联合#编印

1科普教育基地巡礼2)1教育教育基地旅游地图2

等宣传册#将每个基地的基本情况)服务特色)

预约方式等#图文并茂收入其中#多渠道发放至

中小学校)社区)农村#吸引更多公众到基地

参观(

利用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科技活动

周)全国科普日等大型活动平台#依托自身资源

特色#不断调整气象科普形式和内容#创造性推

出公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气象科普特色品

牌#满足社会多元化气象科普需求#让更多的公

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走进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

!

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

争取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工作纳入本单位的

年度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机构#配备必要的专

!兼"职人员#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气象

工作者对气象科普工作的积极性#确保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正常运行和开放(完善气象科普教育基

地的网络体系#充分利用气象科普资源#进一步

完善科普教育基地资源的共享)整合机制(完善

管理制度#提高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公众接待量#

更好地发挥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

,%+

!

培养志愿者队伍"开展培训工作

气象科普讲解是向公众传播气象科技知识的

重要途径#应重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讲解人员的

培训工作#可邀请有关专家和资深专业导游#采

取讲座)座谈)交流和实地参观考察的方式分别

对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员)志愿者进行气象专

业学科知识)解说技巧培训#培养出一批同时具

备气象科普知识和解说技巧的高素质管理与讲解

队伍#进一步提高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接待质量

和科普效果#保障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