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新时代气象事业发展助力

渭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和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以及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作用，全面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加快推进气象现代

化向更高水平迈进，助力渭滨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和来陕考察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

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强区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科技创新，做到监测精密、

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更加有力地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为

渭滨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提供坚实的气象保障。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结构完善、功能先进、保障有力、富

有特色，满足渭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符合国家新时代气

象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气象事业结构和“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

务精细”的智慧气象业务体系，气象事业整体实力、智慧农业气

象服务能力位居全市前列。全区 24 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 92%

以上，暴雨过程预报准确率达到 90%以上，强对流等突发灾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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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警时间提前 40 分钟以上，公众气象服务社会满意度稳步

提升，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应急、农业农村、交通、文旅等领域

专业气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气象服务渭滨高质量发展能力和水

平显著增强。

（三）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协调。完善气象事业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整合优势资源，共同推进气象强区建设。统筹推进城

市和农村气象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化解气象灾害重大风

险能力。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实施气象科技创新，针对发展短板，着

眼服务需求，聚焦气象应用关键技术，强化智慧城市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着力提高预报预警科技水平，全

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在防灾减灾中的

“避害”作用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的“趋利”作用，围绕渭滨高

质量发展需要，统筹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候变化应对和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不断提高气象保障综合能力。

二、主要任务

（一）健全体制机制，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1.健全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坚持属地为主、综合减灾原则，

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纳入基层基本公共服务。

发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作用，建立气象、应急、水利、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林业等多部门协同工作、会商研判和重大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联动响应机制。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行政首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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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压实镇村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整合气象信息员、网格员、

群测群防员职能，建立“多员合一”的基层气象防灾减灾队伍，

推动气象灾害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2.加大先进技术应用研究。强化风云气象卫星、高分辩卫星、

气象小卫星等天基观测网数据应用，建设以风廓线雷达、相控阵

雷达、微波辐射计、大气电场仪、无人机等新型探测设备为重点

的空基观测网，优化升级地面气象观测设备，织牢织密地基观测

网。建立灾害性天气自动监测预警业务系统，形成监测敏感度和

准确度更高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产品。

（二）突出科技支撑，全面增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3.提升气象监测预报精准水平。对标监测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要求，发展智能观测业务，加快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化工程建设，优化升级地面气象观测网，综合利用全市空基、天

基监测网，提高观测站点密度和观测要素数量，逐步实现全时全

域全要素气象综合监测。发展智能预报业务，快速更新网格实况

分析、月季年客观化气候预测业务系统，基本形成预报预警和服

务评估应用的网格实况数据平台。发展智慧气象服务，建设智慧

型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加快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和传

播设施建设，全面畅通预警信息发布绿色通道，实现预警信息快

速靶向发布。

4.加强气象监测数据资源共享。实施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智

慧气象保障示范项目，开展以应用为主的智慧气象服务技术研发，

提升水利、交通、旅游、林业等行业智慧气象服务能力，打造气

象服务一体化智慧平台。统筹行业数据资源，推动公安、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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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态环境、交通、水利、农业农村、旅游、气象等监测数据

共享。

5.加强气象基层台网建设。实施台站建设改造工程，加快台

站监测预报、应急保障设施提升改造，改造必要的工作生活用房，

确保“十四五”台站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建设卫星遥感应用平台，

开展山林、水体、农田、城市、大气等典型生态系统和生态要素

遥感监测，准确掌握气候变化最新情况。

（三）坚持趋利避害，提高气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6.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立健全气象遥感监测农作物秸

秆露天焚烧、森林草原热源火点等联动机制，加强生态风险气象

预警、生态经济气象支撑、生态治理气象服务。在“两带三区”

渭滨段（渭河生态防护景观林带、西宝高速公路景观林带、秦岭

北麓水源涵养林区、关中田园生态景观区、渭北生态经济防护林

区）建立生态气象自动监测站，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7.做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气象保障。健全大气污染防治联

合会商机制，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空气质量预报、遥感监测信

息的联合会商制度，完善空气质量预报方法，全面提高重污染天

气过程预报的精准度。依靠技术力量，开展气象条件对大气污染

成因分析和控制策略研究，加强大气污染气象成因解析，全面提

高大气污染气象监测、预报和预警服务水平。

8.实施生态文明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建设雷电监测站网，

实现精细化雷电临近预警预报和雷电安全风险防控。建立环境气象

预报预警平台，联合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气象条件综合分析会商。大

力开展“中国天然氧吧”“国家气候标志”“避暑旅游样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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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态气候品牌创建。

（四）加强服务保障，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9.强化乡村振兴气象保障服务。围绕大宗粮食、设施农业、

特色经济林果等建设农业气象试验站和农业气象技术应用示范

基地，全面优化重点区域的实景观测等农业气象监测设备，构建

农业气象观测站网、气象为农服务大数据云平台。建立农民合作

社、专业大户、涉农企业等重点服务对象信息库，重点服务对象

的“直通式”服务覆盖率达 95%以上。完善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

溯源体系，打造基于精细化服务的生态与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形

成大樱桃、油桃、设施农业等一批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产品。

10.强化民生保障气象服务。完善城市暴雨内涝、降水监测

预报、雷电等基础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城市精细化气象观测网，

及时发布城市内涝等风险预警信息。将气象服务纳入城市网格化

管理平台，推动城市气象智能观测、灾害风险智能感知和分区预

警项目建设，不断提升人口密集区气象服务和面向城市供水、供

电、供气、交通等城市安全运行气象服务水平。以天台山景区为

试点，开展景区智慧旅游气象服务示范点创建工作，开发天台山、

嘉陵江源头、茵香水镇等景区气象实况、预报、预警产品，向广

大群众推出全域、全天候气象服务。建设基于气象敏感性疾病风

险预测预警的公众疾病预防健康气象服务平台，为群众健康提供

保障。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高质量建设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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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明确工作要求，加强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一盘棋”

思想，深化协作、统筹发力，支持我区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区

气象局会同区政府督查室建立督查考评机制，对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定期通报进展，确保工作实效。

（二）加大支持保障。区级有关部门要支持新时代气象事业

发展，在防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谋划一批重

大工程项目，全力助推我区新时代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安

排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对公共气象服务领域政策支持和资金投

入力度，确保气象事业发展所需。

（三）建强人才队伍。加大气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将气

象干部培训纳入我区干部培训计划，组织优秀骨干跨部门交流学

习，同时，将气象高层次人才纳入地方人才工程予以支持，建设

一支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气象人才队伍，不断夯实气象

事业发展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