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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的十年巨变
——赴陕南调研记

不久前，根据省气象局崔讲学局长的亲自安
排，我们三位离退休多年的老同志，在省局离退
体领导的陪同下专程赴陕南基层台站调研。先后
到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安康、西乡、洋
县、城固、南郑、留坝、汉中等１０多个县（市），
所到之处，看到的是面貌大变，人才辈出，令人
喜悦，发人深思。
巨变

调研结束后，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桩桩
新鲜事在我们脑海里荡漾。我们高兴，我们骄傲，
我们自豪。因为看到了气象部门的巨变，一个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走出贫困、走出粗放、迈向
现代化大道的变化。
１１我们看到了美丽的站容局貌

所到的各县，站容局貌都大有改观，尤其是
汉中市局变化最大。市局投资６０余万元对大院进
行改造，修建了一座秀美如画的院落，不是公园
胜似公园，不是植物园又胜似植物园，一改过去
脏乱差的局面，令人看后心情舒畅，职工们也为
此喝彩，感谢领导带领他们建设了一个非常舒适
的工作、生活环境。县局面貌改变大的要数城固
和南郑，院子像花园，观测场、办公室非常整洁，
尤其是南郑局观测场种了马蹄筋草，特别好看，不
老化、耐旱、繁殖快、长不高、便宜，很适合观
测场种植。安康市的不少县局是县上的文明单位，
旬阳县局也很不错，站从山上迁下来，吴世鼎局
长非常重视站容建设，庭院管理得很好，还准备
盖办公楼。
１２我们看到了一代新人在成长

除市局还有些老同志外，所到之处都是新面
孔。从局长到员工都是气象学院和气象学校毕业
的，其中大部分是省气象学校的学生。他们有朝
气、有知识、有经验，上进心强，不少人担任领
导职务。宁陕县局副局长邹涛（主持工作）只有

２２岁，小伙子很精干，对搞好工作很有信心。石
泉县局局长代尚海从省气象学校毕业，在气象部
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乡镇担任副乡长，在县物
资公司担任副经理，经受了锻炼，现回气象局，对
工作胸有成竹。年轻女干部也成长起来了，我们
去的９个县局中有两个县局是女局长，一个是南
郑的唐晋，一个是汉阴的韩秀云，她们都很有抱
负，工作很出色，堪称女中新秀。
１３我们看到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队伍

改革开放后，随着气象部门服务领域的拓宽，
服务项目的深化，工作任务明显加重，确实锻炼
了一批干部，他们含辛茹苦地为气象事业做出了
贡献，无庸置疑，这批干部将是气象部门可持续
发展的中流砥柱。印象最深的是西乡县气象局荆
梁局长，工作有魄力、有闯劲，和县上关系非常
密切，对局里管理很严，每月考核赏罚严明。县
局每年创收达１０余万元，连年争取地方资助１０
余万元，曾在贫穷如洗的时候大胆贷款４万元搞
现代化建设，一年就还清债务。尤其是去年４月
４日人工增雨非常成功，震动全县，４月５日县政
府召开常务会决定给气象局通报表扬并奖励
２０００元。县上领导说气象工作离不了，要给气象
局重新定位。城固县局多次受表扬，每年工作都
在全市前三名，张宏利局长说，要想有位置，必
须要有作为，所以他率先搞起“１２１”，年创收达
１５～２０万元，近几年主要抓项目建设，去年又争
取了一个８万元的“柑桔下平原的气候适应性研
究”课题。汉中市局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配合很
好，是一个有前途的班子。
１４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的气象面貌

气象现代化建设经过多年努力，现已初具规
模。所到县局都有３～４台电脑，观测、“１２１”、预
报、农经网都用电脑，现在做预报，微机鼠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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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什么资料都有了，比大台也不少。办公室都
装修一新，一改过去破旧简陋局面，给人感觉非
常良好，真正像高科技单位。有些县局有大专、本
科生，搞科研也能和其他单位并驾齐驱，甚至担
任课题主持人。
１５我们看到了地方气象事业的雏形

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气象事业是发展我国气
象事业的重要途径，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
工增雨规模扩大了许多，汉中市除３个县局外，其
余县局都配有人工增雨专车，多数县都配备高炮，
由县上给予经费支持。有条件的县都在开展防雷
工作，年收入可观。气象服务能与县（市）域经
济匹配，进行深加工服务。群众对“１２１”、农经
网反映很好。南郑县政府还负担县气象局编制６
个人的经费开支。
１６我们看到职工过上比较富裕幸福的生活

所到各县局，职工都购买了住房，有的是本
单位的套房，有的是城市小区的套房。安康市局
在城市小区的两幢楼房装修上乘，正在盖的一幢
住宅楼，面积较大，结构很好。汉中市局也盖了
新楼。职工工资奖金也比过去多了，县局最高的
达１３００～１４００元，不少县局７、８个人，年经费
收入在２５～３０万元，日子比较好过。
思考与建议

从调研的两市局的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需
要认真运作。
２１必须发展高科技

高科技是衡量气象现代化水平的一把尺子。
要用高科技武装气象部门，武装气象队伍。目前
气象技术装备和员工的科技水平虽有较大的改进
和提高，但有些设备还不够先进，数量也较少，不
少单位高素质员工很少，技术开发能力有限，高
深产品较少，不能满足业务服务需要。所以，今
后应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大力开发新的实用技
术和方法，努力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增强服务能
力，拓展气象工作领域，提高气象现代化水平。
２２必须大胆创新

尚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江泽
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社会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把各方面的尖子人才组织

起来联合攻关，每年都要安排一项或几项重大项
目，上下一起抓，切实抓出成绩。要把这项工作
当作各级领导的重要任务去抓。这项工作搞得好，
就会振奋人心，推动陕西气象事业更快发展。
２３要继续改造基础设施

这里主要指盖房、建院、修路、水电、绿化、
美化等等。这方面工作很重要，它一方面是代表
单位形象，另一方面能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便于
吸引和稳定人才。基础台站改造的工作量很大，大
部分单位都需要进行，就汉中市来说，除少数县
局外基本都需改造。安康市就更差些，有的还需
要征地。对这种投资大、难度大的工程应在普遍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统一规划，上下左右齐动手，条
条块块相结合，当成大战役去打，定会奏效。现
在省局和中国局都已着手进行，如投资８０万元改
善石泉县局等，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
法很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决一个就
少一个，经过几年就解决完了。
２４大力发展地方气象事业

气象台站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服
务，迅速发展地方气象事业刻不容缓。这一招搞
好了，就能搞好地方需要的气象服务，使地方受
大益，使气象部门在地方政府更有位置，更受重
视，同时也能为气象部门开拓一条致富之路。人
工增雨、防雹、防雷检测、为工业、农业、旅游
业服务等都是很有前途的项目。目前日子比较好
过的城固、西乡等县局都是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通过这些服务的开展对气象技术水平提高的也是
一个很大的促进。发展地方气象事业不仅是地方
需要，也是气象工作本身发展的需要，应该大搞
特搞。
２５要充实人才

地市局以下人才缺乏，是普遍现象。这是一
个不能再忽视的问题，要下大力解决。或以优惠
政策引进，或选派深造，或鼓励自学等，要采取
多渠道多种办法解决。要培养当地干部，鼓励当
地学子回原地工作。实践证明，地、县需要开发
研究的问题很多，要有高科技产品为当地服务，没
有高素质人才是不行的。这个问题也要有个规划，
通过多年的努力，使地市局、县局分别能有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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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硕士甚至博士，改变人才匮乏局面。
２６要发展第三产业

地市局以下开展第三产业者基本没有，要消
灭这个空白。可有条件的先搞，没条件的后搞，条
件好的大搞，条件差的小搞，总之，大家都要想
办法搞一点，这是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像地
处闹市的汉中市局如能将基准站外迁（地方政府
答应在郊外给地皮），在大院西、南两侧搞房地产
开发，前景很好，其年收入养活全市局可能问题
不大。省局华云公司也可搞异地开发，与地县一
块联搞。这方面的潜力要很好地挖一挖。
２７要“扶贫”

对较差的市局、县局要采取扶贫政策，在经

济上倾斜，在技术上帮助，在人力上支援。或下
放挂职，或对口支持，或单位包帮，还可参照现
在东部省援帮西部省，全国援帮西藏等办法，使
他们能很快地提高，赶上全省步伐。
２８要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各级领导要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支持新鲜事
物，对于一些好的做法要及时总结，在全省推广。
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
下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比如汉中局是怎样
从风雨中走出大道、打翻身仗的经验，如果能深
入总结，开个现场会推广一下，将是大有裨益的。

（杨武圣，梁立新）

２００３年全省气象局长会议提出

全面推进我省气象部门“四个一流”建设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２－２３日，全省气象局长会议

在西安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全面推进我省气象部门“四个一流”建设。各
市、县气象局，省局直属单位和内设机构负责同
志１００多人参加了会议。省科技厅、农业厅等部
门和各行业气象部门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２００３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精神，
全面总结回顾了２００２年全省气象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表彰奖励了２００２年全省气象部门目标管理
考评前三名、双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汛
期气象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提出了今后一
个时期我省气象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奋斗目
标，安排部署了２００３年全省气象部门的主要任
务。崔讲学局长代表省局党组向大会做了工作报
告，陈洪田副局长做了会议总结。

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孝
文出席会议并为获奖单位颁奖。王寿森副省长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使与会代表深受鼓舞。

在工作报告中，崔讲学局长明确提出了未来

３～５年内我省气象部门的主要奋斗目标：建成我
省新一代天气雷达网和大气监测自动站网；利用
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精细化预报，在关中地区实现
精细化预报业务；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使全省气象队伍总量得到控制，结构趋于合理，研
究生以上人员达到１００名以上；基本完成全省基
层台站的综合改造。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目标，工作报告提出了今
后一个时期我省气象工作的基本思路：坚持发展
是气象工作的第一要务；积极实施“科技兴气
象”战略、“人才战略”和“拓展战略”；大力推
进“改革、创新、合作”；努力做到基本气象业务
和服务、气象现代化建设、精神文明质量、科技
服务与产业上新台阶；实现用人机制、分配机制、
监督机制、资产运营机制、对外合作上的新突破。

这次会议对顺利完成２００３年全省气象工作
各项任务，促进未来一个时期全省气象事业持续
稳定健康地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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