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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省 气 象 局 文 件

B

李昌兴黔气议复字〔2024〕2 号 签发人：

贵州省气象局关于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704 号建议的答复

马定武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持续推动航空管制区域冰雹灾害问题有效解

决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省冰雹灾害防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我局会同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开展情况

1.人工影响天气燃气炮试验情况。我省自 2020 年起与人工

影响天气燃气炮生产企业在贵阳、毕节等地布设 12 套燃气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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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冰雹防御作业试验(其中乌当 2 套）。由于燃气炮至今尚未按

照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专用技术装备管理办法(试行)》的

规定，通过装备定型取得《人工影响天气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

证》进入《人工影响天气用专用技术装备管理目录》，暂不具备

作为人工影响天气常规作业装备的条件。

2.防雹作业站点设置情况。为科学合理设置防雹作业站点，

我局坚持政府主导、统筹协调，需求牵引、因地制宜等原则，印

发了《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站点设置及运行实施细则

（试行）》，推动了各地作业站点的科学设置。目前，结合第一

次冰雹灾害普查取得的冰雹路径分布、农业产业布局和航空控制

区的要求，已指导各级地方政府先后调整优化了 27 个作业站点。

3.上下游联防及空域管制协调情况。根据威宁（国家）防雹

试验基地 3年科学实验，在云团初生、发展阶段开展防雹作业效

果最佳，开展上下游联防已成为提升防雹减灾能力的主要措施。

2023 年以来，省气象局统筹人雨炮弹 15300 发、火箭弹 1130 枚

支持贵阳、安顺、毕节、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 17 个县（市、

区）针对 FSAT 和贵阳区域开展了上下游联防作业，减轻下游的

冰雹灾害和防雹压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空域协调工作方面，

加强与空域管制部门的沟通协调，与相关空域管制部门建立常态

化和非常规天气工作机制，在省空管增设军民航协调指挥席，

2022 年 2 月人影坐席正式入驻空管后，申请人影作业时间的批

复耗时缩短了 6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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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防雹科技能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联合中国气象局

人工影响天气中心、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我省开展人工防雹外场

观测试验，大力推进冰雹防控技术研究和应用，采取“边试验、

边应用、边检验、边研发”，推进科研与业务双向循环，将试验

获得相关技术指标在全省冰雹防御中进行应用和检验，大力推进

人工防雹工作科技支撑能力建设。连续 3 年组织召开“中国·冰

雹减灾”学术研讨会，集全国冰雹防控专家之智提高我省人工防

雹的科技能力和有效性。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贵州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种植险面积

1.73 亿亩，覆盖农户 863.14 万人次，提供风险保障 2005.27 亿

元，向 45.75 万户次农户赔付保险金额 8.26 亿元，其中，贵阳

乌当区域农业保险承保面积 10.79 万亩，覆盖农户 2.49 万人次，

提供风险保障 7344.41 万元，向 2632 户次农户赔付保险金额

432.59 万元，赔付率超 120%，有效发挥保险风险分担及费用补

偿功能，助力农业恢复生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

按照“扩面、增品、提标”要求，鼓励保险机构加大险种创新力

度，因地制宜开办地方特色农业保险险种，已将“开发对应的冰

雹补偿产品”纳入 2024 年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同时根据贵州

省农业保险经营遴选情况，已明确要求相关保险经办机构按照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21〕10 号）相关要求，在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防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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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竞争、与市场行为监管协调配合的原则基础上，针对民用航

空起降段冰雹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的问题，通过数据分析、实地

调研、综合研判等多种方式，引进、开发更多符合我省农业产业

政策、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降低农民损失，力争

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

（三）防雹网建设工作情况

由于新建防雹网至少需 6000 元/亩以上，后期维护也有相应

支出，目前防雹网建设基本靠经营主体自筹和地方政府配套补

助。省农业农村厅结合贵州特色优势设施种植业发展现状，印发

《贵州省现代设施种植建设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将防雹设施纳

入建设重点任务。2024 年已分解下达中央和省级救灾资金 3680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可用于风雹灾害灾后病虫害防治，正在按

程序分解下达第四批中央防灾减灾资金至遭受风雹灾害的县

（区），拟在 2024 年省级财政果蔬生态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中

安排 13.5 万元用于果园防雹网等设施建设。

（四）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补助情况

2024 年截止目前，省财政厅已安排下达中央和省级农业防

灾救灾资金 8110 万元，专项用于极端天气等对农、牧、渔业生

产造成灾害的预防、控制和救助，航空管制区域冰雹受灾农户、

合作社、大户均可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财政部门将会同农

业农村部门按程序予以支持。根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

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3 号）、《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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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实施细则》（黔财农〔2020〕290 号）有关规定，航空管制

区域冰雹灾害保险补助不属于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支持范围，因此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不能作为“航空管制区域冰雹灾害保险”保费

的财政补助，农户按照自愿原则投保政策性农业险，各级财政按

比例最高给予 85%的保费补助，航空管制区域受冰雹灾害影响的

农户如有更高的保险保证需求，可向保险机构投保商业性农业

险，以达到“政策保基本、商业保补充”的双重保险效果，有效

降低受灾农户损失。

（五）政策性农房灾害保险工作情况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应急管理厅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组

织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实施政策性农房灾害保险工作,保障标的为

全省范围内的农村常住农(居)民或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居民所

有,保障范围包括因自然灾害(破坏性地震灾害除外)及爆炸、火

灾、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农房

倒塌或损坏。省级财政每年安排政策性农房保险资金预算 3737

万元,从 2024 年起为全省所有农户每户提供不低于 1.15 万元保

额的省级统保,市、县政府配套安排补助资金开展地方统保，农

户农房财产遭受损失,在政府部门及时实施救助的同时,保险公

司按规定进行理赔,实现了政府救助与保险赔偿“双保险”,有效

提高了受灾群众恢复重建因灾倒损住房资金保障能力。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人工影响天气工作，2021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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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先后印发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函〔2021〕8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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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气象、发改、财政成立的气象能力提升工作

专班编制的《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三年规划（2023—2025 年）》

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省气象局、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对

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展均作出了具体部署，2023 年增发国债

项目专门安排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提升工程。

根据您的建议，我局会同相关部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

好航空管制区域冰雹防御相关工作。

（一）提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和水平。继续配合中国气

象局和研发厂家做好燃气炮的试验、检验，为燃气炮通过装备定

型、正式列装提供业务性试用报告支撑；积极争取国债项目和财

政支持，大力推进作业装备现代化建设，在全省升级改造 236 门

自动化高炮（其中乌当区 5 门），新增 150 套自动化火箭发射系

统（其中乌当区 3 套）、200 套防灾减灾智能服务终端（其中乌

当区 3 套），在乌当区新增 1 套烟炉，提升人工防雹科学、精准、

安全作业能力。加强对冰雹云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切实做到提

前监测、提前预警、提前做好开展防雹增雨的空域申请等各项准

备，从源头上消减冰雹云的强度，提升防雹作业的有效性。

（二）提升农业保险基层服务水平。完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和机制，推动政策性及商业性农业保险均衡发展，鼓励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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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适合不同农业经营需求、冰雹灾害在内的不同灾害情况的

“基本险+附加险”产品，指导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基层农业保险

服务，开展农业保险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影响力。持续推动我

省冰雹灾害等受灾人员救助服务和政策性农房灾害保险工作高

质量发展。

（三）加大对防雹网建设的试验示范。由于贵州设施农业起

步较晚，省农业厅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防雹设施的试验示

范，争取项目和资金，努力减轻冰雹灾害影响和损失，保障产业

效益。

2024 年 6月 26 日

（对外公开）

（联系人：李聪；联系电话：0851-85202375 18985000815）

贵州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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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气象局办公室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贵州监管局。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2024年 6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