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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节奏日渐加大,人们对气象服务工作的需求越来越大,给气象事业带来了挑战。气象灾害的发

生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现阶段公众气象服务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

分析探讨,并针对问题提出公众气象服务的有效途径,旨在进一步提升当地公众气象服务水平。 

[关键词] 公众气象服务；有效途径；防灾减灾 

 

公共气象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防灾

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公共气象服务

可以指导人们的出行和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虽然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气象服务较之前相

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升。但近几年,社会科学技术的

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气象服务行业

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提高公共气象服务

水平,建设综合气象观测体系等工作已迫在眉睫。公共气象

服务应结合社会的发展情况,利用已有的资源,为人们带来

更全面的服务。本文通过对公共气象服务工作的调查和研究,

为提高公共气象服务水平提出建议,为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

贡献。 

1 我国气象服务体系的现状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气象服务水平

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气象探测方式方法多元化,气象

观测站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气象观测的覆盖面也随之扩大,天

气预报的准确率日益提高,而且天气预报周期由几年前的一

周延长至两周,这意味着我国的气象服务水平大大提高。随

着对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的明显提高,提前做好应对灾害的

准备,大大降低了灾害给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损失,

同时这也为我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 

同时我国的气象信息服务系统为气象预报工作带来了

有效的信息分析数据,72 小时中短期滚动预报,季度、月、

旬、中长期预报、地质灾害预报和森林火险等专业预报,服

务领域明显扩展,气象预报和预警的准确性也有了大大的提

升。 

2 提高公共气象服务水平的重要性 

加快公共气象服务水平的发展节奏是气象行业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之一。气象服务行业是减少自然灾害、保障人们

生活健康的主要途径,对人们的出行以及社会活动有指导性

的作用。而目前,怀化市仍然具有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强度

大、危害性大,给当地的经济及人们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

胁,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因此,做好公共气象服务工作,

才能够使人们对灾害有更清楚的认识,才能做好对灾害的防

护工作,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做好公共气象服务工作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的变化。解

决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水资源、能源减少的问题公共

气象服务可以针对气候的或变化进行合理的评估,制定良好

的应对措施。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做好公共气象服务能够更好地保护能源,通过分析气候

能源的变化能够更合理地开发和使用能源,实现 大程度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保障环境的健康。 

3 气象服务体系存在的不足 

3.1 气象信息产品类型单一 

生长环境对于动植物的生长、发芽和发育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空气中的湿度、温度、光照等气象要素会从不同程

度影响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甚至对于部分动植物而言,单

单是湿度或者温度某一方面就能够对其生长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而目前我国所发布的气象预报信息中雨水、晴天、风

力和气温等气象要素,这很难满足农作物生长日益精细化的

要求。 

3.2 气象信息预报的针对性不强 

气象信息预报在地域、时间甚至是某个时间点的准确性

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当前的气象信息预报多数包括穿衣指

数、紫外线指数等等日常而宽泛的数据,而缺乏具体的对于

某一特色地域和范围的有针对性的信息预报。农村和城市的

气象信息预报基本是“一把尺子”,缺乏对农作物生长发育

和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气象信息数据,缺

乏对城市间人口和车辆等流动因素的考虑,这就大大减小了

气象信息预报对人们生产经营和生活的价值和作用。 

3.3 气象信息预报的时效性有待提高 

气象信息预报的时效性是其价值所在的重要因素,气象

预报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提前知道一定的天气变化信息,

如：大雨、冰雹、大雪、大风等,从而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

准备,即使是提前几小时或者几分钟收到天气变化预报信息,

就能够做出相应的防御措施,以减少天气变化对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的影响,降低未知气象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各类损

失,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如果不能及时预报天气

状况,那么无论多么准确的气象数据对于人们而言也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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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价值的。 

4 提高公共气象服务水平的对策 

气象部门要以服务人民群众和社会为气象预报工作的

落脚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线,提升气象服

务意识,完善气象监测机制和服务机制,不断提高气象预报

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增强防灾减灾的能力。 

4.1 充分认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增强气象服务意识 

气象预报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特别是对农业

生产、旅游业发展、交通等行业的联系十分密切,是基础性

的社会公益性很强的产业,提高全民对气象服务重要性的认

识,加快气象事业的发展,提升气象服务水平,增强应对气象

灾害的措施,加快对气象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保障国家和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大力宣传气象预报信息数

据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国家政府部门、气象部门还是社会其他行业,鼓励大

家都来关注和了解气象事业的发展,了解气象服务产品对人

们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气象服务产品

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将气象服务深入到各行各

业甚至各个板块中,实现气象预报监测服务范围的扩大和有

效突破。 

4.2 加快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的构建 

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既是重要的气象基础公共设施,也是

进行气象学科研究工作的基础。因此,气象部门应大力加强

对雷电监测网、气象卫星系统、气候观测系统、天气雷达及

农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相关部门应将此项工作纳入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去,保证其良好的运行。提高对灾

害性天气的检测能力。 

4.3 做好对交通运输的公共气象服务工作 

气象事业应建立以公路、海洋及铁路等交通和空间为依

据的气象监测网和灾害预警系统。为社会的运输业及人们的

出行和旅游等提供实时性的帮助和应急救援工作。另外,要

加强建设航空气象业务体系,加强机场终端区探测和监控预

报的水平,提高高空天气灾害的监理能力和灾害性天气的应

对能力,为社会和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 

4.4 加快气象信息平台建设 

气象信息系统是传送气象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气象信

息要具有全面性和统一性。气象部门要能够充分的利用气象

信息平台的优势,实现气象观测数据的共享。气象部门要在

气象信息平台之上提供环境、大气及生态等各方面的气象知

识,加大人们对气象工作的认识程度,实现气象信息的全面

覆盖。 

4.5 提高气象监测人才的队伍建设 

要想提高气象服务水平,离不开对气象工作的认识,更

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全面提高人们对气象服务产品

认识的同时,也要加快对气象工作者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

气象工作者人员的专业素养,并在当前人才培养机制的基础

上加强业务知识培训,优化业务工作组织,提高气象服务工

作者的待遇,满足气象工作者对未来职业上升的需求,做好

老中青人才的交替,利用老中青人才各个年龄阶段的特點构

建一支集知识、能力、技术于一体的高素质人才团队。 

4.6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机制 

做好气象监测和气象服务工作,还需要完善的法律发挥

体系作为此项工作的法律保障,特别是以我国相关的法律条

款为基础,根据相关法律条款执行的情况和客观实际来进行

法律条款的修订,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气

象服务体制,加大党中央和社会对气象服务工作的政策支持

和关注力度,针对不同地区各类气象灾害出台相应的应急预

案,从而进一步推动气象服务工作的法律法规机制的建设和

完善,提高我国各省防灾减灾的能力,保障社会和人民的安

居乐业。 

5 结语 

综上,公众气象服务是气象服务的关键部分,其通常表

示的是面向社会工作的预报信息。广大人民群众一般 为关

注的便是未来的气候状况是否会对其正常生产生活及活动

产生影响,可以说,公众气象服务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工

作、休闲等息息相关。所以,气象部门在开展公众气象服务

时应注重考虑公众的具体要求,切实做到服务的针对性及精

细化,要逐步创新与完善公众气象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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