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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业务技术体制改革的
新形势下，如何根据建立多轨道、研究型、集约
化、开放式新型业务技术体制的需求，培养陕西
天气、气候、生态与农业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大
气成分和雷电轨道业务科研急需的人才和综合探
测、信息技术保障、公共气象服务所需的高技能、
复合型人才，已引起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和各轨
道、体系技术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教育培训工作现状

近几年，陕西省气象局认真落实中国气象局
《实施人才战略的意见》和省委《关于认真做好大
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紧紧围绕提高天气气
候预报预测准确率、气象拓展领域及多轨道业务
发展和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始终坚持以队伍
能力建设为核心，制定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和计划，
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加强职工岗位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培训，加强职工学历教育，坚
持持证上岗制度，完善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及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全省气象事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保障。
１１取得的成效
１１１高层次人才队伍逐步壮大自２００２年大
力实施人才强局战略以来，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
力度，出台学历教育优惠政策，下达送培计划
（表１）。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制定人才推荐选拔评
审办法，各类、各层次人选逐年增加（表２）。
表—年学历（学位）教育送培情况人
年份送培总数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２００２ ３９ 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２００３ ６８ ４ １５ ２５ ２４
２００４ ７６ ２ １３ ２８ ３３
２００５ ６０ １ １７ ２１ ２１
２００６ ６６ ２ １５ ２８ ２１
合计 ３０９ ９ ７２ １１５ １１３

表—年高级专家及评选的人才情况 人

年份 正研级
高工

副研级
高工

省有突出
贡献专家

西部气象
部门优秀
年轻人才

正研级专
家培养对
象人选

“三五人
才工程”
第二层
次人选

“三五人
才工程”
第三层
次人选

基层台站优
秀年轻人才

２００２ １ １２１ ０ １ ８ ８
２００３ ２ １５１ ０ ０ １ １６ ８
２００４ ３ １６３ ０ ２ ５ ２ １９ ２
２００５ ６ １６８ ０ ２ ４ ２ ２２ ４
２００６ ７ １７５ １ ５ ４ ２ ３０ ３

１１２职工队伍学历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通
过在职学历教育送培，引进毕业生，近几年来，大

专、本科、硕士、博士人数逐年增长（表３）。
１１３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培训人数逐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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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全省气象部
门职工学历（学位）情况 人

年份职工
总数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 大专

以下
２００２１９５５ １ １６ ２９９ ５８１１０５８
２００３１９４０ ０ ２２ ３４７ ５９４ ９７７
２００４１８１２ １ ２９ ３８５ ５９４ ８０３
２００５１８１９ ２ ３６ ４７７ ６６２ ６４２
２００６１８３０ ３ ４３ ５５８ ６３０ ５９６

幅度增长，获省政府科技进步奖和发表在核心期
刊上的论文明显增多，业务骨干的科研创新能力

得到了提升，职工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进一步改
善，素质进一步的提高，能基本满足气象事业的
发展需求（表４）。
１１４教育培训管理得到加强省气象局人事
教育处负责全省气象教育培训组织管理、计划制
定、督促检查等。省气象培训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全省气象部门教育培训工作。西安环境信息工程
学校负责合作院校大专、本科函授教育及专题业
务技术岗位培训。教育培训列入各单位年度目标
考核。重新修订《陕西省气象部门职工教育管理

表—年短期培训及科技奖励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年份
中国局
培训燉
人次

本省短训班

期人次

高级英语、
大探技术专
题班燉人

境外培
训燉人

地方党
校等培
训燉人

培训总
数燉人次

远程教
育燉人

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
奖励燉项

核心期刊
论文燉篇

２００２ ５７ １９９２０ ５６ ５ ２６ １０３４ １４１ ２ １４
２００３ ８６ １５７１５ ５６ ０ １０９ ９６６ １１２３ ４ ２１
２００４ ８７ １８６３０ ０ ０ １７６ ８９３ ２９８ １ ２５
２００５１１７ １９７９６ ５０ ７ ２１７ ７９１ ６５４ ４ ３３
２００６ ８２ １７８５０ ４９ １０ ２７３ １１６８ １５９８ ４ ６３

办法》，使教育培训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１１５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近年，投资
８０万元，新建功能较完备的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
教室。初步建成省、市、部分县气象局可视远程
培训系统以及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培训平台。基本
能够满足省级岗位培训面授和远程培训的需求，
为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创造了良好条件。
１２存在问题
１２１人员少任务重，工作学习矛盾突出近
年，气象业务工作任务越来越重，需要学习的知
识和技能很多，但是由于人员少，忙于应付日常
工作，没有集中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１２２短期培训针对性和质量有待提高培训
时间短，培训内容多，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不够强，
培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不够扎实。
１２３教育培训管理有待加强、规范和完善设
区市气象局职工教育培训比较薄弱，特别是气象
远程教育培训方面，要加强组织实施管理，充分
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１２４岗位培训教材和师资力量薄弱培训教

材和兼职教师不能适应业务技术体制改革对各层
次、各类人员的培训需求。
加强教育培训对策
２１充分认识加强教育培训的重要性
２１１加强气象教育培训是推进陕西气象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陕西气象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人，关键要有一批具有高
素质、掌握高科技、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目前，陕
西气象部门有正研级高工７人，副研级高工１７５
人，工程师７７０人；博士３人，硕士４３人，本科
５５８人。人才队伍状况还不能适应气象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的需要。培养、吸引和使用是人才队伍
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然而，针对陕西气象部门
编制紧张、今后几年自然减员余地不大和人员出
口渠道不够畅通的现实条件，不可能靠吸引人才
来解决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只有通过分层、分
类、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教育培训，不断调整和改
善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
竞争能力，才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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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加强气象教育培训是适应业务技术体制
改革的需要多轨道、研究型、集约化、开放式
的新型气象业务技术体制，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
更高的要求。目前，陕西人才队伍学历层次偏低，
专业结构单一，缺乏具有创新竞争能力的高层次
人才、一线高级专门人才及复合型人才，且人才
队伍整体分布不均。切实加强教育培训工作，使
人才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创新能力有明显的改
善，才能适应业务技术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２２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管理体系

省气象局要加强对教育培训规划、计划的制
定，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市、县（区）气象局要
有１名局领导分管教育培训，确定１名管理人员
兼职教育培训岗位，负责教育培训的组织管理。

省气象培训中心重点组织开展气象职工全员
基础业务、岗位新技术新知识普及培训及对基层
气象台站领导干部的培训等，逐步采取以远程教
育培训为主，集中培训为辅的教学形式，做好全
省气象远程培训的教学组织与考核管理。市、县
气象局要做好培训人员的选送、远程培训的组织
收看、培训效果检验以及意见反馈。

建立以气象远程教育培训为主要方式的岗位
培训制度，加强省、市、县局气象远程教育培训
系统的组织管理。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登记制度，
记载干部、职工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建
立教育培训与使用制度，把教育培训作为干部、职
工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加强教育培训过程管理，探索教育培训评估
和监督办法，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提
高教育培训质量。
２３加强教育培训能力建设

加强省气象培训中心和西安环境信息工程学
校基础设施、教学硬件和培训环境的现代化建设。
逐步完善市、县气象局以远程会商系统和网络系
统为主的教育培训平台。

加强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聘请高级专家及
业务技术能手作为兼职教师，建立兼职教师库。

加强特色教材建设。围绕业务技术体制改革
和气象业务能力建设，编写岗位指导手册及业务
系统应用操作指南等实用性培训教材，制作当地

典型灾害性天气案例分析课件。
逐步改进教学方式，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内

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
和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提高培训质量。
２４全面落实大规模教育培训任务

按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研
究制定每５年轮训一次全省气象职工的办法。重
点做好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专题培训和业务人员
的岗位技术更新轮训。
２４１加强基本业务岗位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
开展与多轨道研究型业务及气象现代化建设相

适应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培训。力争用３～
５年时间完成对基层气象台站大气探测岗位、省
市县天气预报预测岗位、专业气象服务技术岗位、
通讯信息技术和装备技术保障岗位人员的知识、
技术更新轮训。坚持基本业务岗位持证上岗制度。
２４２加强业务科研骨干及高层次人才培训
继续加大选派优秀业务科研骨干和管理干部，到
境外访问培训、学术交流；选派访问进修学者到
中国气象局直属业务单位及其它合作单位进修学
习；选派业务科研骨干和管理干部参加中国气象
局培训中心及省内外院校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项
目、新业务、新技术的短期培训。每年选派６～１０
名市气象局业务科研骨干到省气象局直属业务单
位访问进修，选派５～１０名省地优秀业务管理骨
干到国家气候观象台、国家气象观测一级站挂职
锻炼。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咨询和引智等培
训活动。
２４３加强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各种专题培训
建立处级主要负责人和县气象局局长定期培训

制度，省气象局每隔一年举办一期处级干部综合
素质培训班和县气象局局长培训班。加强对上级
重要工作部署前的专题研讨和轮训，加强各级党
组中心组学习制度的落实。继续选送领导干部参
加地方党校及行政学院的专题和专项培训。
２４４合理规划，学用结合，不断提升职工学历
层次与有关院校合作，开展不同层次在职人员
学历教育，不断改善职工的专业结构，不断提高
职工的学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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