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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气象服务范畴
气象服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公共气象服务

是气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决策气象
服务、公众气象服务、专业气象服务和科技服务，
其范畴随着时代发展、需求引领不断延伸、演变
和丰富。决策气象服务是指为当地党政领导和有
关部门决策所提供的气象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
众气象服务主要是指针对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
社会活动及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需的公益性
气象服务。专业（项）气象服务主要是指为重大
社会活动、事件、重大工程开展的气象保障、趋
利避害、灾害评估等服务。服务对象包括政府职
能部门、活动组织者、合作伙伴等。除提供各种
气象服务信息外，专业（项）气象服务还应包括
人工影响天气、防雷电灾害等服务。科技服务是
以市场化性质为主导、特定用户特定需要深度加
工的经营性业务实体（公司）经过系列化链条式
增值服务形成的气象服务。
公共气象服务的重点内容

公共气象服务要主动适应商洛经济社会发
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
福祉安康。公共气象服务的重点内容应是以防灾
减灾气象保障服务为核心，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
新为动力，以提高服务水平与能力为主线，积极
推进气象服务现代化建设，不断改善服务手段，提
高服务质量，实现气象服务产品的多样化、系列
化、可视化，加强部门合作，构建集约化、开放

式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以气象信息“进农村、进
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公交、进矿
山、进田间地头”等“八进”为重要服务方式，突
出“以人为本”、服务“弱势群体”的重点。
２１决策气象服务
２１１气象灾害的决策气象服务商洛市气象
灾害种类多、分布广、发生频率高，防御和减轻
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是当地政府第一要务。一江
四河、５４座中大型水库、１０７个尾矿库、１３４９个
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气象灾害和次生灾害
的监测、预报预警和防御建议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需要加快新一代天气雷达项目建设，增加生态、交
通、旅游行业自动气象站点建设，强化气象灾害
监测能力，提升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水平，细化决
策服务周年方案，分类分灾种进行重大气象灾害
应急演练，形成操作性强，适应秦岭山区气象灾
害特征的应急预案，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及时、
准确、有效的决策服务产品。
２１２气候变化决策气象服务利用上级气候
变化业务产品，结合本地天气气候特点，制作市
级业务产品，评估影响程度，提出应对措施，为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长期规划和重大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减少或避免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加强
与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合作，共同开展气候
变化对商洛农业、水资源、粮食安全、生态系统
等的影响评估，编写商洛气候变化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评估报告，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做强
商洛气候变化影响业务，为商洛社会经济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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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保障服务。
２１３重点工程、重大社会活动的气象保障积
极、主动做好重点工程建设、重大社会活动的气
象保障服务，认真分析需求，制订服务方案，加
强相关业务服务系统开发建设，提高保障服务水
平。重大社会活动气象保障服务前，逐步成立气
象服务专门机构，详细制定气象服务保障方案，充
分发挥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区域气象观测站
和应急气象服务系统等现代化设备的先导作用。
２１４改进决策气象服务手段，健全完善决策服
务制度决策服务材料多，发布对象多，在服务
手段上除服务人员送达，传真发送、电视、广播、
报纸、９６１２１和网站等媒体传播外，及时应用网络
自动传真群发，短信平台群发，气象预警电子显
示屏群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提高气象灾害信
息的传递时效。为做好超前跟踪服务，重大信息
局领导当面向政府领导汇报，直接参与政府防灾
减灾决策过程，邀请有关党政领导亲临气象部门，
现场参与天气会商，增强各级领导对气象工作和
信息的了解，提升气象部门的社会影响力。在此
基础上，还应不断健全完善重要气象信息发布制
度，确保重要气象信息传递准确无误。
２２公众气象服务
２２１不断丰富公众气象服务产品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
会公众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气象条件越来越关
注，尤其在天气多变的秦岭山区，对气象服务产
品的种类需求更多，及时开发多种公众气象服务
产品，为群众提供交通、城市环境、生活指数、公
共卫生、旅游气象、城市供暖、混凝土施工、供
水、供电等多项公众气象服务产品，满足山区社
会公众和城镇经济发展需求。
２２２充分利用媒体和气象信息员队伍，扩大气
象信息覆盖面根据社会公众需求，按照“不漏
一处，不留死角”的服务理念，畅通预警信息发
布渠道，加强与信息传播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利
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电子显示屏、影视频道等
传媒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大
胆探索“政府主导、气象牵引、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防汛新机制，稳定全市２０００多名气象信息

员，拓展农业部门“村村通信息员”和国土部门
地质灾害隐患点责任人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
人，协助传递预警信息，让社会公众在第一时间
接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２２３完善气象新闻发布制度规范发布气象
新闻和接待新闻单位采访行为，明确办公室新闻
发言人、业务科新闻协调人、气象台预报制作人、
新闻单位记者、专业厅局技术专家等“气象牵动、
五位一体、协调发布”的工作机制。加强与新闻
单位、专业厅局的联系与合作，确保气象新闻和
重大气象信息发布准确、及时、有效。
２３专业气象服务

联合有关部门，逐步建立专业气象监测网，实
现信息共享，联合开展专业气象科研攻关，构建
专业气象服务平台，实现专业气象服务集约化，开
展专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提高气象服务的综合
效益。
２３１水文气象加强与水文部门合作，利用水
情监测信息，气象卫星、加密自动气象站监测信
息开展气象灾害跟踪预报服务和短时临近预警，
结合水文部门的洪水预报为全市“一江四河”、大
中型水库提供《暴雨洪水趋势研判》等水文气象
服务产品。
２３２农业气象根据政府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规划，适时修改农业
气象周年服务方案和核桃、茶叶、中草药等周年
服务方案，利用天气、气候、农业气象与生态环
境监测信息制作《气象决策服务参考》《商洛气候
与农情》《商洛病虫害预报》等农气服务产品，提
高服务大农业的综合能力。
２３３城市气象开展城市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应的气象数据和参数，为科学
编制城市规划及研究制定相关基础设施防御标准
提供依据，加强城市生命线工程的抗灾能力建设，
加强城市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增强早
期预警、提前防范的能力。
２３４交通气象建立交通气象灾害的部门应
急响应联动常态化机制。协调两部门在信息共享、
预警服务、业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建立信息交
换畅通、预警服务和信息反馈及时的合作运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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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联合推动全市交通气象监测网络系统建设。实
现气象监测及预警信息、交通实景监测及运营信
息的充分共享，充分利用气象部门的预警发布平
台和电子显示屏，扩大交通气象灾害预警发布的
覆盖面和时效性，提高交通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
２３５林业气象在与林业部门原有开展的森
林火险等级预报、飞播造林气象保障服务和核桃
冻害预警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合作，建设林
场自动气象站，研究林区气象条件与各种树木生
长的关系，提出合理的造林计划和应采取的技术
措施，为林木速生丰产提供依据；研究不同树木
受害的气象指标；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预
防各种森林灾害；研究森林的气象效应，揭示森
林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２４气象科技服务

在总结近年来商洛气象科技突破发展的基础
上，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紧密依托公共气象服
务体系建设，完善气象科技服务业务平台，建立
和完善技术流程，力争在气象影视服务、专业气
象服务、声讯气象信息服务、防雷技术服务与工
程服务、气候资源与环境气象服务、综合信息网
络服务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推动气象科
技服务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充分利用气象信
息和技术资源，不断拓展气象科技服务的新领域，
寻求新的增长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完善公共气象服务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公共气象服务管理，研究出台支持公共
气象服务系统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建立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气象服务标准体系，建
立合理有效的运行管理和服务规范，推进气象服
务规范化。加强市级公共气象服务队伍建设，充
实公共气象服务中心，解决好公共气象服务人才
队伍质量与快速发展的服务需求间存在较大差距
这一根本问题；稳定气象信息员队伍，强化管理，
健全全民参与机制，及时传递气象信息；建立科
学、分类的气象服务考评机制，建立以提高气象
服务能力为核心、能够真正反映气象服务发展贡
献率的评价体系；加强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增
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公众避险、避灾、自
救、互救及应急处置能力。

完善公共气象业务服务平台，提高公共服务
产品制作和应急处置能力

一是加强公共气象服务系统的总体设计，明
确系统建设的发展目标、技术路线和重点任务，建
立和完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业务系统，提高预
警预报能力和服务水平。二是建立连续、滚动和
高度自动化的公众气象服务信息制作发布业务平
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会提供服务，增强气
象服务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及时性，推进气象服
务向直接提供决策建议转变，加强公共气象服务
尤其是面向经济发展的决策气象服务，增强经济
发展决策的应急应变能力。三是深入研究各种气
象灾害和其它自然灾害间、灾害和经济社会发展
间的关系，开展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加强防
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强化应对各类自然灾害预
案的编制。四是建设气象灾害收集、气象服务用
户反馈和效益评估业务平台，建立用户沟通机制，
了解社会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缩小气象服务与
用户需求间的差距。
提高预报准确率，夯实公共气象服务根基

气象预报准确率是公共气象服务的根基，始
终把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切实抓好。注重预报员
队伍建设，充分利用省、市气象局及部门合作科
研经费，加强气象科技开发，着力解决预报急需
解决的问题，提升预报方法的科技内涵，提高气
象预报准确率。
跳出公共气象服务的“六大”误区

商洛公共气象服务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成
为全省公共气象服务的名片，还需跳出公共气象
服务的“六大”误区：一是过分满足于孤芳自赏
式政府决策气象服务、期望由政府包办和指挥一
切的所谓“全方位”气象服务，忽视人民群众衣
食住行急需的、体贴入微式的公众气象服务。二
是公众气象服务完全等同于公共气象服务，忽视
公共气象服务的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三是
科技服务不能划入公共气象服务范畴，忽视气象
科技服务是气象服务商业化和市场化漫长进程中
必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四是突出公共气象服务
就是削弱决策气象服务、强化公众气象服务。五
是公共气象服务只能局限于决策气象服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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