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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1〕387 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气象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气象事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2021〕23 号）精神，

进一步提高气象工作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保障能力，加

快推进我市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出以下

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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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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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来闽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以打造数字气象示

范市为目标，以实现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为主题，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聚焦“监测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构建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现代气象服务体系，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实的

气象服务保障。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建成趋利避害并举的气象服务体系、智慧精准

的气象业务体系、开放协同的科技人才体系、规范有序的气象

治理体系，气象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能力显著提高。

打造“一网感知全局，一脑信息汇算，一键智能预警，一体服

务全域，一核引领创新”的全国数字气象示范市。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筑牢第一道防线

1.健全气象灾害防御组织体系。针对台风、暴雨、强对流

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和极端天气事件，建立健全以预警信号为先

导的面向党委政府领导的直通式报告机制、面向基层防灾部门

的“叫应”服务机制和面向社会的“12379”预警信息发布机制，

进一步推动精准靶向发布。建立完善基于重大气象灾害红色预

警信号高风险区域、高敏感行业、高危人群的自动停工停业停



—3—

课机制,建立气象灾害应急联动阈值指标，出台气象灾害应急防

御指南。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气

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教育局、市通管办。以下均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2.提升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开展精细到乡镇的 8类气

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获取气象灾害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信

息，摸清风险底数，建立气象防灾减灾大数据平台，形成数字

化、精细化城市气象灾害风险地图，以及各类风险点、隐患点

及其致灾阈值清单、应急责任人预警服务对象清单。加强气象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深度应用，构建基于网格预报和隐患点

致灾阈值的气象风险靶向预警业务。推进气象防灾减灾示范市、

示范县、示范点和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建设。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

（二）增强气象保障能力，提高气象服务效益

3.加快“数字气象示范市”建设。积极推进数字气象融入

“城市大脑”，围绕“一网感知全局，一脑信息汇算，一键智能

预警，一体服务全域，一核引领创新”，创新建成气象大数据智

能感知网，构建全面感知、智能分析、分区预警、智慧服务的

“气象精灵”综合服务业务平台，推动气象业务全流程的数字

化、智能化管理。积极融入“城市便民生活圈”建设，打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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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气象”小镇和“气象+”行业数字场景在全省形成引领示范。

推动数字气象在防灾减灾、公共服务、政务服务、城市运行管

理等领域应用；推进气象服务融入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数字

乡村建设。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大数据委

4.增强“海上福州”气象保障能力。聚焦“海上福州”国

际品牌建设，构建集监测、预报、服务于一体的集约化海洋智

慧气象服务体系。针对海上航运、海湾港口、海上搜救、滨海

旅游等气象服务需求，开展基于影响的预报预警服务。深化鲍

鱼、海带、花蛤育苗等优势水产养殖气象服务，深度融入绿色

养殖示范区、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水乡渔村等建

设，打造连江、福清等海洋气象服务示范点。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交通局、市文

旅局，福州海事局

5.增强生态文明气象保障能力。建立温室气体监测站，利

用卫星遥感监测，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城市细致气候特征

以及热岛、雨岛效应的综合分析，积极为城市通风廊道、绿地

选址布局等设计提供气候服务。加强轻微污染天气、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急联动，提升突发大气污染事件气象应急响应能力。

挖掘“天然氧吧”“气候福地”等旅游气候资源，提升气候生态

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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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建设局、市文旅

局

6.增强乡村振兴气象保障能力。加强农村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提高数字气象为农服务能力。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省

级蔬菜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辐射带动作用，服务蔬菜产业发

展。大力开展设施蔬菜、橄榄、枇杷等“一县一品”特色农业

气象服务，打造乡村振兴数字气象服务示范点。开展精细化农

业气候和灾害风险区划，打造“气候好产品”。深化天气指数保

险服务，助推农业产业安全发展。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

（三）发展智慧气象，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

7.完善精密监测站网。聚焦福州都市圈气象皮肤，优化完

善“山海”融合的立体综合气象观测网。加快推进地面气象观

测站升级改造，进一步优化站网布局。升级完善雷达监测网，

补充建设 X 波段天气雷达、S 波段天气雷达、毫米波雷达及微

波辐射计等新型探测装备，提升大气垂直协同观测能力。加密

海基自动气象站建设，增强海洋气象监测能力。建立适应智慧

城市需要的微型气象观测系统。加强农业、生态、交通、旅游、

渔业、海上风电等专业气象观测网建设，提高专业气象监测能

力。持续提升气象装备保障和计量检定能力，提高综合气象观

测数据质量和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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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气象局

8.提升精准预报水平。强化灾害性天气快速监测与特征识

别能力，依托数值预报和客观方法的本地化应用，建立空间分

辨率 1 公里、0—12 小时滚动更新的分区、分时段、分强度的

城市精细化气象要素网格预报业务。开展城市主城区强天气短

时临近分区预报预警业务，暴雨预警信号空间分辨率精细到街

道，预警服务信息精细到城市治理网格。持续深化城市内涝治

理、交通、海洋等行业高影响天气预报预测业务，延长“突发

性、极端性、高影响”天气预报时效，提升极端天气分灾种、

分区域、分行业的风险影响预报服务能力。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

9.提高精细服务能力。各地要将智慧气象服务纳入政府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气象、

联排联调、交警、地铁等部门要聚焦台风、暴雨、大风、雷电、

大雾、高温、低温冰冻等灾害性天气，共同加强城市内涝、城

市交通等方面的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建立完善暴雨内涝气象风

险预警联动工作机制，自动推送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加强气象、

应急、建设、交通、园林、城管、海事等部门合作，将气象风

险评估服务融入城市安全运行指挥系统，建立基于气象的城市

运行风险数字地图，开展海上施工项目气象服务。加大民生服

务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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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城管委、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

局、市联排联调中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园林中心、市

地铁集团，福州海事局

10.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健全“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军地协同、综合监管”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机制。

完善安全监管体系，严格执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相关标准，实

现弹药存储运输、空域使用、作业点建设、作业操作等重点安

全领域规范化管理。加大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力度，应用人工影

响天气现代化体系建设成果，优化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

布局，升级人工影响天气精细化作业指挥决策和精细化作业催

化系统，完善人工影响作业效果评估业务，为防灾减灾、农业

生产、生态保护等提供坚实保障。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福州警备区

（四）坚持创新引领，增强气象科技创新能力

11.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依托中国东南（福建）科学

城建设，打造开放的科研合作创新平台，完善福州市智慧气象

行业技术创新中心运行机制，增强各类气象科研主体创新能力

和活力，促进科技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聚焦福州都

市圈发展，围绕数字气象、智慧城市、海上福州、生态旅游等

领域，联合科研院所、高校等探索建立科研合作、成果共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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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应用机制。各地要结合条件积极推进气象科普馆（基地）

建设，扩大“小福气”等气象品牌影响力。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

12.加强气象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气象人才培养和引进力

度，鼓励支持气象人才申报市、县级高层次人才项目（计划），

入选后按规定给予经费补助、子女入学等政策支持。鼓励支持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报省市各项高校毕业生落地奖励补

助。将气象纳入各级政府创新团队、专家库选拔专业领域。支

持气象部门教育培训纳入地方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人社局

（五）坚持开放协调发展，提高气象治理水平

13.推动榕台气象融合和区域协同发展。依托海峡青年节

等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持续提升“海峡气象青年汇”活动品牌

效应。深化福州、马祖气象交流，与台湾高校等共建气象人才

培养基地、实践中心。开展榕马航线（马尾—马祖、黄岐—马

祖）气象保障服务，探索区域海洋气象预报和气象灾害联防，

推动两岸气象事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闽东北协同发展区气象

事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单位：市委台港澳办、市气象局，福州海事局

14.健全气象法治保障。推动气象灾害防御、气候资源利

用和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建设。强化气象地方标准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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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气象保障服务水平、引领气象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气象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和“互联网+”监管能力建设，

推进防雷安全管理等气象领域执法检查事项纳入跨部门联合执

法检查。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

（六）强化保障措施

15.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气象工作双重领导优势，加快气

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深化与福建省气象局合作并

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单位：市气象局

16.落实资金保障。各级要安排财政资金保障气象更好地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将地方气象事业发展所需

建设和维持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气象局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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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