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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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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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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2

"

#

时#本次外呼营销处于亏本状态*当

2

#

#

是本次外呼营销盈利*当
2

$

#

时#本次外

呼营销收支平衡(

以
!"#(

年气象短信外呼营销为例#外呼成本为

*%+

元+户#外呼成功开通
$!$"

户#每月业务使用费

为
#%+

元#参照表
#

中开通业务后每月存量用户#外

呼成本
)

$

$!$"

,

*%+

$

!#,#"

!元"#当
1

$

*

时#

即前三个月累计收益
-

$

'

*

.

$

#

!

/

.

,

#%+

"

$

!!*!.%+

!元"#投入产出比
2

$

)

+

-

$

"%,-

(即本次

外呼成本共计
!#,#"

元#前三个月累计收益
!!*!.%+

元#故本次外呼在三个月后收回成本开始盈利(

#

!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用户隐私意识的提高#粗放

型的外呼营销已不适用于气象短信市场拓展#面

向有气象服务需求的用户开展精准外呼营销才是

扩大气象短信用户规模的 -新方法.#总结
!"#(

年气象短信外呼营销经验#通过目标用户筛选)

外呼脚本和时间设计#加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呼

营销成功率提升一倍#产品
*

个月为投资回收

期#

*

个月后开始逐渐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开展气象短信业务精准营销#

能够有效提高气象短信外呼营销成功率#亦可大

大降低盲目营销带来的大量成本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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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决策和应急气象服务实践与思考

吴林荣!李美荣!杜莉丽!冯
!

蕾!刘金晶!韩
!

飞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
!

.#""#(

$

摘
!

要!总结分析了陕西省气象局减灾服务中心成立五年来#在探索实践具有陕西特色的 -小

实体,大网络.决策和应急气象服务机制方面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在决策气象服务)应急气

象服务和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体化运行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效(指出深入推进决策应

急和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必须坚持 -需求牵引)服务引领.发展理念#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着

力抓好基础核心业务)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体化运行及技术支撑能力提升等工作#努

力向综合性气象防灾减灾方向发展#全面推进陕西公共气象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决策气象服务*应急气象服务*气象防灾减灾*公共气象服务

中图分类号!

2(,

!!!!!!

文献标识码!

;

!!

陕西省气象局减灾服务中心于
!"#"

年
*

月

正式成立#五年来该中心探索出了一条在全国气

象部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小实体,大网络.决

策气象服务和应急气象服务之路(通过加强业务

技术支撑能力建设#丰富气象业务服务产品#围

绕科学防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及重大活动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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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及时开展重大气象灾害应急保障)编制

重要决策咨询报告#气象防灾减灾效益显著#推

动了陕西公共气象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

%

(全

国各地气象部门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公共气象服

务工作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也产生了一些值

得借鉴的经验$

*\#"

%

(

!

!

体制机制探索

减灾服务中心前身为陕西省气象局气象服务

管理办公室 !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日#陕西省气象局党组决定在气象服

务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增加应急气象服务职能#

建立 -小实体,大网络.的决策和应急气象服务

机制#正式组建陕西省气象局减灾服务中心(

!"#"

年
.

月陕西省政府正式颁布 /陕西省气象

灾害应急预案0#同时正式成立陕西省气象灾害

应急指挥部#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陕西省气象局#

同时减灾服务中心承担了决策气象服务)应急气

象服务和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运行等基础

业务服务工作(

根据中心业务需求#陕西省决策和应急气象

服务工作迅速向机构专业化)队伍专职化方向发

展(目前#全省
##

个市)

,-

个区 !县")

#".*

个镇政府出台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

个市)

--

个

区 !县"出台本地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

个区

!县"出台应急准备认证管理办法(西安)咸阳)

宝鸡)渭南)汉中)安康)铜川)延安等市气象

局成立了 -减灾服务中心.或 -防灾减灾科.#

和
!"#*

年相比#新增市)县地方机构
!!

个#编

制
,*

个#公益性岗位
*"

个#全省县级地方机构

编制覆盖率达
$,L

(初步构建了由省)市)县

三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为主导#以镇气

象服务工作站和村气象信息服务站为延伸#以镇

气象协理员和村气象信息员为依托的五级气象防

灾减灾体系#为决策气象服务)应急气象服务和

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实体化运行奠定了

坚实基础(

"

!

实践取得的成效

!%#

!

丰富业务产品"完善业务体系

减灾服务中心围绕决策气象服务)应急气象

服务和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管理等基础业

务#先后推出四大类业务服务产品(一是重大专

题决策类#包括 /气象信息专报0)以省局文件

报送的重大专题决策信息及重要会议专题报告

等*二是重大天气过程类#包括重大灾害性天气

过程前)过程中)过程后的报告)总结等*三是

重大应急气象服务类#包括 /应急值守情况通

报0)/重大突发事件报告0)应急气象服务总结

等*四是实况监测)预报及气象资讯服务类#主

要为每天
-

&

""

前编发的 /气象信息快报0(

!%!

!

完善工作制度"规范业务管理

减灾服务中心作为气象部门面向政府决策层

的窗口服务机构#在做好业务服务的同时#积极

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着力锻造业务能力

过硬#服务能力超前#管理科学高效的团队(一

是设立技术总工#全面把关和整体推进中心各大

业务项目的研发#确保各业务项目能在实际业务

中有用)好用)管用(二是廓清业务界面#明确

业务分工#设立决策服务科 !兼中心办公室")

防灾减灾科和应急值守科 !局总值班室"

*

个科

室#通过公开竞聘#选聘三名科级干部#并优化

各科业务流程(三是积极探索常态化业务培训机

制#提升基础业务服务质量#坚持每周开展 -业

务培训会.)-快报分析会.等#不断夯实业务基

础#提升服务水平(四是强化精准和精细化管

理#对各类业务及业务管理分类制定专项管理办

法和制度(

!%*

!

发挥技术引领"增强服务能力

为了有效提升陕西公共气象服务能力#特别

是提升全省决策)应急和防灾减灾气象服务能

力#减灾服务中心依托陕西省气象局 -项目带动

计划.)-南北互动计划.)-火车头计划.及 -文

化助推行动.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

年建

成 -气象数据分析系统.#

!"#!

年完成 -

H1aIa

决策服务系统本地化.业务运行*

!"#*

年建成

-气象防灾减灾综合业务一期平台.#

!"#(

年组

织研发 -陕西省决策气象服务支持系统.和 -陕

西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信息系统.#这些基础硬

件设施的建设及业务软件系统的研发为全省决策

应急和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有效支撑手段#

增强了全省公共气象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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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决策咨询"提升服务效益

五年来#减灾服务中心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组织提交重大决策咨询报告
#.""

余

个#内容涵盖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色农

业与粮食安全)生态环境)重大灾害性天气监测

预警)西咸新区新兴城市带建设)城市气象灾害

风险分析)交通气象服务等多个领域#陕西省委

及省政府领导批示决策咨询报告近
#$"

份#为陕

西省委及省政府科学指挥防灾救灾提供了重要决

策依据(较典型的决策咨询案例有& !

#

"

!"#"

年报送的 /近
#"

年黄河大荔段河道西摆加剧0

咨询报告#促成了陕西黄河西岸控导工程的实

施*!

!

"

!"#(

年报送的 /陕西省气象局关于陕

西省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情况的报告0在省内外产

生强烈反响#陕西省委及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做

出重要批示#部分省级单位组织专题学习# /陕

西日报0全文刊发*!

*

"围绕城市热岛效应)雷

电灾害防护)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气溶胶监测等

方面提交多个决策咨询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中国气象局领导多次对陕

西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坚持每年

开展决策)公众和专业专项气象服务评估工作并

编发 /陕西气象服务评估0白皮书#近三年陕西

决策)公众)专业专项的气象服务满意度分别稳

定在
,*L

)

-*L

和
,+L

(

!%+

!

加强应急服务"减轻灾害损失

减灾服务中心成立以来#不断加强对应急气

象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

!"#"

'

!"#(

年#省)

市两级气象部门共启动应急气象服务
#.(

次#出

动陕西省应急气象服务保障车
-

次#开展应急演

练
#"

次(统计显示#

!""(

'

!"#(

年陕西因气象

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由
#,,(

'

!""*

年的
#",

人

降低到
(.

人#下降幅度为
+$%,L

*气象灾害经

济损失占
JK2

的比例相应由上一个十年的年均

*%-L

下降到
#%+L

#下降幅度为
$"%+L

(较典

型的应急服务案例& !

#

"

!"#"

年
.

月两次应对

汉江洪水过程中#应急气象服务及时有效#陕南

提前转移城镇居民
-%*

万人#无人员伤亡*在防

御渭河)汉江流域山区暴雨)滑坡)泥石流灾害

中#紧急转移危险区群众
+,

万人(!

!

"

!"#!

年

汛期针对陕西境内出现的多次强降水过程#组织

开展重大气象灾害应急服务
-

次#汉中市人民政

府根据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的建议#及时启动

/汉中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0

!

次#各部门有效

联动#全市无人员伤亡( !

*

"

!"#*

年陕西省气

象局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预报预警
!*

次#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

起#应急

气象服务及时跟进#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

(

"

!"#(

年针对干旱及强秋淋天气#及

时应急和发布干旱评估报告#有效减轻了灾害损

失#商洛市委)市政府向陕西省气象局发来感谢

信并送来锦旗*在
,

月强秋淋天气过程中#及时

启动应急气象服务#指导安康)汉中等市开展大

型水库联合调度)错峰滞洪等措施#避免了人员

伤亡#为企业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

!

推进部门联动"保障重大活动

依据 /陕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0#不断推

进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防

灾减灾机制(坚持每年召开 -气象灾害应急指挥

部联络员会议.#推动陕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将气

象灾害应急管理纳入政府目标考评体系#依托陕

西省政务外网系统打通与
!$

家省级指挥部成员

间的信息网络通道#研发 -陕西省气象灾害应急

指挥信息系统.#推动省)市)县三级气象灾害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各级指挥部成员间的联防联

动(近年来#围绕 -法门寺佛指舍利安奉大典.)

-

!"##

西安世界园艺园博览会.)-中国国际通用

航空大会.) -

!"#(

环中国自行车赛'西安站.)

-

!"#+

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赛.) -欧亚经济论

坛.等重大社会活动#组织策划重大决策气象服

务咨询报告
*"

余个#组织部门采纳咨询建议
#"

余条#圆满完成各项重大活动和专业专项气象服

务保障任务#提升了气象部门的社会形象#赢得

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

!

思考与认识

*%#

!

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气象服务工作的认识

坚持公共气象服务是做好气象服务工作的重

要方面#主动适应 -需求牵引)服务引领.的公

共气象服务理念#不断优化和完善具有陕西特色

的 -小实体,大网络.决策和应急气象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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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陕西公共气象服务工

作的重要抓手#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公共气象

服务的重要性#切实促进陕西公共气象服务向集

约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不断推进由单一的

气象防灾减灾向综合性气象防灾减灾转变#促进

陕西省公共气象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

!

紧抓决策气象服务这一核心业务

决策气象服务是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处于核心地位#陕西的 -小实体,大网络.

决策气象服务机制#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该机

制统筹集约了各业务单位的优势技术资源#有效

解决了决策服务出口多)服务力量分散)科技含

量低)需求针对性弱等问题(今后要坚定不移地

抓好决策气象服务这一基础核心业务#切实提高

决策气象服务的针对性)敏感性)综合性和时

效性(

*%*

!

推进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体化运行

/陕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0的颁布#使陕

西省气象局成为该专项预案的承接者#坚定不移

地推进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体化运行#

是各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及指挥部办公室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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