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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手机短信气象服务工作，自２００３年初在
全省气象局长会议期间成立气象短信服务集团、
２００４年４月重组为气象信息服务集团以来，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没有跳出被动的局面。目
前情况下，还有没有可能取得比较大的发展？怎样
解决加强沟通问题？怎样建立共识、寻找发展对策、
再上台阶呢？
正确认识手机短信气象服务的作用和地位

手机短信气象服务的推广和营销，无论从策略
还是从本质上讲，都具有防灾减灾的意义。渭南
２００３年总结抗灾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手机短信
成了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手段，它的“可能覆盖
率”比其它的传输手段都要高。

２００４年省局法规处转发了几个市、县政府关
于把手机短信作为气象防灾减灾重要手段的文件，
市、县政府没有发文的要继续努力争取。省政府的
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中，气象防灾减灾的信息传输手
段里面把手机短信写了进去。给人大、政府、政协
汇报宣传服务手段时，除讲电视、报纸、电台、油
印资料外，都要讲手机短信服务。跟通信公司之间
要建立一个共识，在特定情况下，一些重要的防灾
减灾信息，不管是定制用户还是非定制用户，要免
费群发，体现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高
举防灾减灾的大旗，高举为社会公共服务的大旗，
我们的服务容易被接受。在推动防雷检测、图纸审
核、竣工验收的时候，更多的也是讲社会责任、国
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手机短信气象服务
也是这样。

今后免费用户还是要搞，有利于树立品牌形
象；外省的用户有一部分就是有意实行免费的。省

局手机短信平台是拿自筹资金建设的，仅靠自己的
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如果现在把收钱的服务项目都
停下来，对外服务就少了许多，服务的覆盖面就消
失掉了大部分。反过来，按国家的经济情况、财政
情况，什么事情都靠公共财政拿钱是不可能的。所
以要一边赚钱、一边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市、县气
象局的思想认识都应该统一到这点上来，树立良好
的形象，有利于路子越走越宽。
手机短信的发展仍然有良好的前景

陕西在手机短信服务项目的发展上，觉悟得比
较早，２００２年就组织人员到广东考察，省局很快就
研究决定上这个项目；但醒得早、跑得不快。看看
周边的情况，我们的压力比较大，河南发展的比我
们好；新疆２００４年手机短信的年收入已经到４００
多万了，陕西才不到１００万；南边就更不用说了；
北边有几个省也比陕西好。现在要千方百计跳出这
个困境。

陕西发展的程度低一些，潜力则大一些。广西
的发展是移动和气象两家共同策划，搞捆绑式服
务，把气象短信和其他服务业务捆在一起，营销主
体是移动公司。广西移动公司的老总清晰的意识到
他的增值业务中气象是一个大板块，慢慢变成了第
一板块。陕西移动和联通公司的老总过去说气象这
部分干了反而不划算，不屑一顾，现在的情况发生
了变化；要想法让移动和联通公司发展手机短信气
象服务的积极性比我们还大。如果连这个意念都没
有，就不会主动去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不光是省局的事，各个市也要把对方公司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浙江全省发展手机短信气象服务
的过程，一直是征订制的、点对点的营销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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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省份确实存在着短信定制量下降的问题，但是像
我们这样发展水平不高的省份却仍然是提高的。通
过法规司了解全国手机短信情况，各个省的情况是
不一样的。有下降的，有基本稳定的。全国去年提
出过达到１５％的覆盖率，搞得好的，比如桂林的覆
盖率移动达４５％，联通达６０％，远远高于１５％的
水平。手机短信气象服务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建立共识，坚持走协作发展、集团作业的道路

手机短信集团是陕西气象部门进行集团运作
最紧凑的，业务平台、运营组织是统一的，连财务
结算都是统一的。集团要搞信息交流、技术交流、经
验交流、寻求合作项目，目的在于降低成本，集中
智力资源。共建平台，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在取
舍上，走集约化经营、集团化的道路显然是明智之
举。外省也是这个趋势，浙江、江西也要走集团化。
陕西现在有一种声音，要自己单建平台；但也有一
些地市的同志同意共建平台。省级平台纯粹是服务
性质的，建平台要投资，如果各市都建，成本很大。
不管是共建还是单建，在运作机制上，一定要搞好，
在信息交流上、互相沟通上，要促使团结起来。集
团应采取以下措施：

（１）建立月通报制度省专业气象台每月通
报一次情况，把收款多少、分发情况、碰到的问题、
解决程度通报给各市局局长、分管副局长、法规科、
专业台。

（２）建立理事会２＋２制度每年２月和８月
开２次全体理事会，另外５月、１１月开２次理事长

会议。开会时理事单位代表市局、县局反馈信息，加
上每月的通报制度，把沟通机制建立起来。

（３）建立监督机制开会前，３个组的工作要
做起来，特别是监督组，在２个全体理事会前，监
督组提前来，会上由监督组报告情况。
总结经验，完善对策，提高技巧

要努力解决跟通信公司的沟通问题。过去跟对
方高层沟通比较少，现在要跟公司不同层次的人进
行沟通。对不同的人要研究，用不同的办法来打交
道。做对方工作时，要讲在增值业务中气象会成为
他的第一板块，要建立共识。在打交道的时候，要
软硬兼施。当他们觉得离不开的时候，就可以强硬
起来。但策略上要研究。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移动
公司的７０万高端用户，要坚决停下来。之所以他
不愿意去掉天气预报，说明还是有利益的。

服务内容上要进行改进，需要更加人性化一
些。可以“有偿征集专门用语”，建预报分类库。不
要天天都是一个面孔。如特别天气，就增发；特别
灾害天气，免费群发。一年中有几次灾害天气，如
果一天发上３、４次实况，手机定制的也就多了。

与有关部门的联络，不光是三大通信公司，还
有消协、工商、物价、媒体。桂林覆盖率高，做好
消协等部门的工作是一条好经验。要千方百计想办
法去突破定制率。要加强定制方法的宣传。要充分
运用法律武器。最近，法规处指导、协助省专业台
在解决ｓｐ商的问题。要设法形成一股新闻热。

欢迎订阅２００６年《陕西气象》
《陕西气象》是陕西省气象行业唯一的科技

期刊，是以气象科学技术为主，融学术性、知识
性、实用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２００６年将坚持
为气象业务服务、为相关学科和行业服务、为气
象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基层台站和气象科技工作
者服务的办刊宗旨，重点刊载气象科学技术各领
域的最新研究论文和应用成果，追踪和报道国内
外气象科技动态；交流气象业务及服务新经验；介

绍有关气象工作重点和热点问题的气象软科学研
究成果。《陕西气象》为双月刊，Ａ４开本，４８页，
定价每期３５元，全年２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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