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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2018 年获评“中国天然氧

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

县，充沛的水源滋养了茂密的

森林，榆木川国家森林公园就

在其中。夏季即使天气再热，

榆木川景区内天然榆树树冠相

连蔽日，林中依旧凉爽宜人。

宜 人 的 气 候 ， 平 均 达 到

335 天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以及年均 2817 个/立方厘米的

负氧离子浓度⋯⋯多伦具有先

天资源禀赋优势。

为 更 好 推 动 旅 游 业 发

展，多伦县气象局完成多伦

县龙泽湖公园、榆木川国家

森 林 公 园 、 撅 尾 巴 河 等 3 处

负 氧 离 子 自 动 监 测 站 的 建

设。同时，当地气象部门开

展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全天

候、连续自动化监测，为研

究 区 域 空 气 质 量 变 化 趋 势 、

评价环境空气污染提供了数

据支持。2021 年，这个面积

不到 4000 平方公里的草原水

乡共接待游客 53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9.6 亿元。

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局长于

长文表示，气候资源的发掘和

保护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

动能，通过推动地方生态旅

游，进而带动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成为气象

工作新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如 何 利 用 气 象 服 务 为 旅 游 “ 吸

金 ”？ 2017 年 就 被 授 予 “ 中 国 天 然 氧

吧 ” 称 号 的 江 西 婺 源 也 给 出 了 自 己 的

答案。

每 当 春 暖

花 开 ，“ 去 婺 源

看油菜花”总能获

得 大 批 游 客 的 青

睐，而赏油菜花最好

的时间一般只有 40 天左

右。江西省气象服务中心

根据鄱阳湖地区主要生态气候

特点，筛选对花期影响较大的

气象因子，建立了环鄱阳湖旅

游地区油菜花的花期预报数值

模型，并在每年春季制作发布

油菜花花期观赏预报服务产

品，为游客赏花之旅精准“踩

点”。比如，今年 2 月份，婺

源县气象局发布 2022 年婺源

油菜赏花期提示，就给游客观

赏油菜花提供了较为精准的出

行参考。

2016 年 ， 中 国 气 象 局 正

式开展了中国天然氧吧评价工

作，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高级工程师蔡元玲介绍，

这项工作旨在通过优质生态气

候资源的挖掘，助力生态环境

保护和改善，并赋能地方经济

绿色转型发展。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49

个地区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

吧，覆盖 27 个省 （区、市）。

为 持 续 发 挥 “ 中 国 天 然 氧 吧 ” 品 牌 优

势，气象部门还在景点天气预报、花期

预 报 、 紫 外 线 预 报 、 空 气 负 氧 离 子 预

报、穿衣指数预报等方面发力，为游客

送上温馨的气象服务，不断优化游客的

旅游体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气象工作深度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围绕生命

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持续优化

气象服务供给，稳步提升气象信息化水平，积极

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成为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护佑人民安全福祉的重要

保障。

筑牢防灾减灾首道防线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明显增多、强度明显增强，越来越牵动着

人们的神经。应对过程中，以气象预警为先导

的综合防灾减灾机制高效运转，自上而下紧跟

天气形势的气象服务部署迅速展开，为综合防

灾减灾救灾抢出时间。比如，在台风来临前，智

慧气象保障城市精细化管理先知系统已上新台

风专版，协助城市大脑预判风险，以便高效部署

居民紧急转移。

“气象服务的质量效益直接关系人民安全

福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推进气

象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和

水平，有效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切实

保 障 生 命 安 全 、生 产 发 展 、生 活 富 裕 、生 态 良

好。”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国泰表示。

为筑牢安全发展基础，气象部门加快增强

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风险防控能力，以全国气

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为基础、区划为支撑，全面

评估我国气象灾害风险、承灾体脆弱性和综合

减灾能力，开展区域多灾种并发群发、灾害链特

征 分 析 ，形 成 全 国 气 象 灾 害 防 治 区 划 和 建 议

措施。

面向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建设在全

国范围内已实现所有县（区）覆盖，全国乡镇自

动气象站也实现全覆盖，60.6 万名气象信息员

奔走在乡村一线，持续开展全国综合防灾减灾

示范社区的实地检查和评定工作⋯⋯基层气象

防灾减灾标准化建设成效初显，应急减灾能力

稳步增强。

从推进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到狠抓流域

气象服务，从应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

到完善预警联动联防机制，从推进西南地区等

区域补短板强弱项到守护大城市安全运行，气

象服务几十个部门近百个行业，覆盖亿万用户，

气象科学知识普及率达 80.2%，公众气象服务满

意度达 92.8 分，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公众接收率

达 95.1%，充分发挥了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作用。

厚植气象科技创新沃土

为推动气象更好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需求，气象科技创新铢积寸累，厚培“监测精密、

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沃土。

气象观测是预报的基础，也是实现预报精

准的前提。我国现有气象观测站超过 7 万个，乡

镇覆盖率达 100%。其中，2423 个国家级地面气

象观测站实现观测自动化、数据精准化、综合判

识 智 能 化 ，观 测 频 次 比 人 工 观 测 提 高 4 倍 至

8 倍；7 颗在轨风云气象卫星组成综合立体气象

观测网，成为知冷知热的“百姓星”、自主创新的

“争气星”、服务全球的“中国星”；200 余部雷达

与 100 余个探空站、大型无人机等组成协同观测

阵型，从高空视角俯视大地，密切监测天气发展

变化⋯⋯

在天气复杂程度日渐升级的同时，数值预

报业务支撑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成为预报精准

的底气。截至目前，我国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

提前至 38 分钟，暴雨预警准确率达 89%；台风路

径 24 小时预报误差缩小到 65 公里。从短时临

近预报到短期预报再到中期和延伸期预报、气

候预测，预报预测业务体系全方位升级，小到捕

获雷暴大风动态，大到预测未来天气趋势，无缝

隙预报预测能力逐渐增强。

作为预报业务“大厦”的地基，气象信息化

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气象局建成高速气象

网络、海量气象数据库和国产超级计算机系统，

形成“云+端”的气象信息技术新架构，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应用，气象信息

支撑能力明显提升。其中，我国第一代全球大

气/陆 面 再 分 析 产 品（CMA- CA）投 入 业 务 应

用，对降低我国气象业务科研工作对国外数据

产品的依赖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气象实况分析

产品分辨率由 5 公里升级为 1 公里、每小时发布

一次，为公路交通气象预报、山洪地质灾害预

警、基于位置查询天气实况等需要高精度数据

的领域提供了更可靠的支撑。

庄国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气象科

技发展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步伐和世界气象科技

发展前沿，坚持创新优先、人才为本，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国家气象科技创新体系，由以

跟跑为主发展到跟跑和并跑并

存、部分领域领跑的新阶

段，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力，并为世界气象科技发

展和全球气象治理贡献力量。

精细服务护佑国计民生

打开手机软件、拖动风口进度，山东省寿光

市 崔 岭 西 村 的 菜 农 崔 江 元 熟 练 操 作 着“ 新 农

具”，两亩大棚顶帘缓缓拉开，湿热的大棚里立

刻清爽不少。自从当地气象部门免费给大棚安

装了 200 部互联网智能温湿度仪，寿光菜农无论

身在何处，都可随时通过手机 APP 知晓棚内温

湿度，及时采取调控措施。“我每天还会收到气

象部门发来的天气趋势、农情和农事建议，管

用！”崔江元说。

随着现代农业气象观测站网越织越密，气

象部门不仅能为各地调整种植结构提供决策咨

询，还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创建首批 10 个特色农

业气象服务中心，跨部门、跨区域形成共建共享

格局：苹果气象服务中心将小苹果做成大产业；

茶叶气象服务中心融入产业链为茶香添韵味；

橡胶气象服务中心深挖数据潜力科学生产⋯⋯

智 慧 农 业 气 象 服 务 直 通 田 间 地 头 ，赋 能 农 业

发展。

不只是为农服务。近年来，气象部门从优

化服务供给向满足应用需求延伸，积极构建开

放融合共享的气象服务生态体系。

比如，精细化交通气象服务，助力大交通降

本增效。“我国高铁线路在抗寒、抗风、抗湿热等

多个领域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石

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杜彦良表示，气象保障了

复杂环境下交通基础设施的长期安全运营，为

中国高铁“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经验。

比如，为物流行业提供气象支持。凭借数

据支撑，浙江省各级气象部门联合开发了“义新

欧”商贸物流气象服务系统，成立全国首个“一

带一路”商贸气象台，为物流企业提供沿线主要

城市气象实况及未来 15 天气温、降水以及中欧

班列商品气象适宜度指数等预报信息产品，自

2019 年试运行以来，累计服务近 700 列次中欧

班列。

“在很多人印象中，气象部门的工作就是预

报天气，但实际上很多行业的发展都与气象关

系密切。”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气象部门还将在

航空、远洋导航、金融保险等重点领域，加强气

象服务专业模式、模型、算法研发，突破一批制

约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与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融合。

国务院近日出台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 年）》，明确要求加快推进气象现代

化建设，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

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未来，气象将与国民经济各领域深度融合，

在推动气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人民美好

生活气象服务供给、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支

撑等方面，凝聚形成共同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合力。

上图 黑龙江省庆安县水稻田间的气象监测站。

霍 光摄（中经视觉）

右图 中国天然氧吧专家团队在陕西省周至县实

地复核。

杨艳超摄（中经视觉）

近日，科考队员在珠峰海拔

8830 米处架设世界海拔最高自

动气象站。

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