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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省 气 象 局 文 件

B

李昌兴黔气提复字〔2023〕2 号 签发人：

省气象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第 1258 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贵州省委员会：

你委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挥气象服务功能推进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感谢你委对我省气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我省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现状

农业生产与天气气候息息相关，气象为农服务历来是气象服

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气象为农服务，连

续 19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气象为农服务工作提出要求，省委、省

政府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对气象为农服务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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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县、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

象台站应当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及时主动提供保障当地农业生

产所需的公益性气象信息服务。”

省气象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聚焦“三农”问题，按照部门职责认真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和人工防雹增雨工作，充分发挥气象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中的趋利避害作用。

（一）全省为农气象服务业务的总体架构

我省建立了以 1 个省农业气象中心、9 个市（州）生态与农

业气象服务中心、83 个县气象局为基础的农业气象服务组织架

构。充分发挥“1+9”农业气象中心的牵头作用，省、市、县纵向

互动，每周开展农情调查和会商研判，形成省级技术支撑、市县

农情调查反馈、完善服务产品的业务闭环。各级气象部门全年密

切关注天气气象条件变化，分析研判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适时制作发布气象服务产品。针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

贵州省建立了农业气象情报、关键农事季节气象服务、农业气象

灾害风险预警、农业气象监测与评估、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专项

气象服务等六大类农业气象业务服务产品体系。针对省委提出的

十二大特色农业产业，以县局为主体开展“一县一品”现代农业

气象服务，通过各县明确一种特色农业产业，开展针对性的服务，

建立起完整的业务服务流程，切实提升贵州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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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气象观测体系现状

我省建有较为完善的农业气象观测体系，全省现有 3386 个自

动气象观测站、86 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和 18 个农业气象观测

站，覆盖全省主要粮食作物、特色经济作物产地和坝区。其中，

自动气象观测站开展降水、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气

象要素的监测，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用于开展土壤水分含量的监

测，为农作物灌溉、生长等提供可靠的气象数据支撑。贵阳国家

一级农业气象试验站主要开展土壤水分观测、水稻作物观测、玉

米作物观测及物候观测；农业气象观测站开展对小麦、油菜、单

季稻、玉米、烟草、马铃薯、茶叶、辣椒、花生、脐橙的气象观

测。2023 年正在建设 7 套多圈层物候观测系统和 7 套遥测式土壤

水分观测系统，农业气象观测能力将明显提升。

（三）人工影响天气体系建设现状

我省已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省级、9

个市（州）、84 个县均成立了人工影响天气机构，建立了“冰雹

联防、增雨联动”的地空立体作业体系和省、市、县三级业务系

统，全省现有 2600 余名人影作业人员。人工影响天气规模和作业

量居全国前三，全省各县均有人影作业站点覆盖，常年投入固定

站点 480 余个、高炮 460 余门、车载移动或固定火箭发射系统 230

套和一架增雨飞机。

近年来，我省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是通

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提高作业装备自动化水平，完成 247 门高



— 4 —

炮自动化改造，高炮自动化率达 47.5%，比全国高 10%；二是利用

冰雹灾害风险普查最新成果，修订完善冰雹路径和优化作业站点

布局，“十四五”以来共优化作业站点 193 个；三是在金沙、平

坝、贞丰等县试点开展针对烟草的精细化人影服务，有效减轻因

冰雹所带来的损失，为烟农增收提供支撑保障。同时，全省各级

人影部门重点围绕对冰雹灾害非常敏感的蓝莓、樱桃、蜂糖李、

草莓、猕猴桃等特色农业产业，在防雹作业中切实加强与空管部

门的协调、做好上下游联防、加大作业用弹量和作业频次，最大

限度减轻冰雹灾害的影响，保障农民的丰产丰收，助力乡村振兴。

（四）农业气象服务开展情况

我局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作为农业气

象服务的重中之重，用好气象现代化发展成果，聚焦关键农时，

围绕粮油和山地特色产业，建立 15 套粮油作物产量预测模型、22

套作物气候适宜度模型、6套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指标、4套农

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条件预报模型和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工作流程，开发“贵州农业气象业务平台”，基本实现省市县三

级“一张图”应用，以小时为时间尺度、5km*5km 为空间尺度的

滚动开展农业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利用“贵州农气”、黔气

象、农经查、黔农在线、黔茶科技等气象和农业部门多媒体渠道，

面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布基于位置“直通

式”智慧农业气象信息。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目标，充分发挥

和挖掘贵州山地气候资源，完成猕猴桃、蓝莓、蔬菜、食用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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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种农作物气候适宜性种植区划。针对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主体，开展优质稻、猕猴桃、茶叶、油茶、苹果等农产品

气候品质认证 40 余份。开展 1725 个坝区、30 个现代高效农业示

范园区等农业气候资源评析。探索“气象＋保险”专项气象保障

服务，研发贵州茶叶、高粱等气象保险指数模型，搭建贵州首个

基于气象、遥感、雷达等现代气象技术的农业指数保险服务支撑

平台。

（五）深化涉农部门间的协作联动

近年来，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建立了合署办公机制，安

排农业气象服务专业人员入驻省农业农村厅，强化信息共享、联

合会商以及农业生产调度，将气象服务信息转化为农业生产趋利

避害的实际行动，建立了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农业防灾减灾应急

预案。省委农办成立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专班，加强组织领导，广

泛动员发动，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确保监测预警、防范措施、灾

情调度、灾后生产恢复、救灾资金下达等各项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落实落细。气象部门加强与贵州大学、省农科院、省农推站、植

保站等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依托贵阳国家级农业气象试验站

开展鲜食玉米、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辣椒、茶叶等农业气象

和品种品比试验，为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做科技支撑。

（六）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气象为农服务成效显著提升，多部门互动联动不断

深化，农业气象信息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调度和指导，服务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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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从大宗粮油向特色产业拓展，服务环节从生产向品牌建设延

伸，“直通式”气象服务基本覆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各种

传播手段尤其是农村应急广播等，让农业生产所需气象学习深入

田间地头。做好“土特产”和“山地立体气候资源”文章，为龙

头企业、合作社等提供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服务，提升产品附加

值。积极拓展农业保险气象保障服务，气象指数保险承保茶叶、

高粱农户和企业 200 余家，保障茶园面积 24 余万亩、高粱 13 万

亩，农户和企业获得保险赔款 2140 余万元。年均人工防雹保护面

积超过 5.53 万平方公里，人工防雹有效率超过 86%。2022 年保护

烤烟 100 万亩左右，经果林 600 万亩左右，防雹减损综合效益达

30 亿元以上。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2022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 年）的通知》（国发〔2022〕11 号），要求“实施

气象为农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提升人工影响天气能力”等。2022

年 9 月，中国气象局印发了《中国气象局关于支持气象服务贵州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实施意见》（气发〔2022〕104

号），将支持贵州“加强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加强乡村振

兴气象保障服务”等；今年 1 月，省政府印发了《省人民政府关

于推进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23〕1 号），

明确了到 2035 年前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强调要“加

强气象基础能力建设”“加强气象为农服务能力”等，并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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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体综合精密气象监测网”“强化粮食安全气象保障”“实施

山地特色农业气象赋能行动”“提升乡村振兴气象保障能力”等

进行了具体部署。

下一步，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中国气象局

和省政府的部署，切实加强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

强省建设，进一步发挥气象服务功能，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进一步加强气象监测设施建设。《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23〕1 号）明

确要求“把气象设施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各级气象部门

将加强和农业农村部门对接，积极推进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气候论

证评估和气象监测设施建设纳入项目可研审查内容。按照省气象

局、省发改委联合印发的《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三年规划（2023

—2025 年）》，我们将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和项目实施，

到 2025 年，建设和更新六要素自动气象站 228 个、四要素自动气

象站 517 个、微型智能气象站 2000 个，地面气象观测站平均站间

距将缩小至 5.9 公里。对 147 套人影高炮进行自动化改造，全省

人影高炮自动化提高到 75%。

（二）进一步延伸气象为农服务领域。依托 1 公里智能网格

预报产品，发展分区域、分作物、分农时（事）的精细化农业气

象服务技术，构建农作物产前、产中、产后无缝隙农业气象服务

数字化产品，逐步实现提前 1 小时预警局地强天气、提前 1天预

报逐小时天气、提前 1 周预报灾害性天气、提前 1月预报重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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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过程、提前 1 年预测气候年景。创建农业保险气象保障服务机

制，使气象服务深度融入农业保险产品设计、服务过程、定损理

赔等环节，保障贵州省农业保险服务质量和效率。深度挖掘农业

气候资源，综合利用卫星遥感、天气雷达、地基高光谱和无人机

等技术手段，结合地面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开展水稻、油菜等粮

油作物和特色经济作物面积监测、长势监测、灾情评估、产量估

算等工作。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气象服务，聚焦高标准农田“建、

管、用”等环节，开展农田暴雨、渍涝、干旱灾害风险评估，为

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科学规划、前期论证提供科学依据，

进一步提高贵州山地高标准农田抗灾和保障能力。

（三）进一步深化部门合作。继续深化气象与农业农村部门

合署办公机制，双方联合印发《贵州气象为农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方案》，充分发挥气象部门在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信息技术、高

分卫星遥感等技术优势，强化农业气象基础设施和气象为农服务

能力建设，联合开展农业技术攻关，补短板、强弱项、延链条，

不断提升气象为农服务质量和效益，为保障贵州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共同推进贵州农业现代化凝聚工作

合力。

（四）进一步拓展农业气象服务发布渠道。建设省市县一体

化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平台，开展分众式、定制化、个性化的农业

气象服务，完善平台信息发布功能，满足不同农业生产从业者的

需求，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气象服务全覆盖，缩短信息传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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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和可视化展示，提升智慧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发挥各类媒体

和应急广播逐步覆盖到自然村的优势，努力做到预警信息到主体、

防灾措施到地块，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

（五）进一步强化农业气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开展事业单

位机构改革，以现有的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和生态卫星遥感中心为

主要班底，组建省级生态与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统筹省、市、县

三级人力资源，加快培养全省农业气象领域科技领军人才、首席

专家、青年后备人才。组建农业气象服务关键技术研究团队，着

力解决业务服务中的技术问题。加强与国家农业气象中心、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省农业农村部门、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

作，以及联合省内重要龙头农业企业，建立产学研用人才协同创

新机制，形成农业气象技术创新和服务合力。

2023 年 6月 28 日

（对外公开）

（联系人：邓启俊；联系电话：85202375 13007831798）

贵州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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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气象局办公室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 6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