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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内蒙古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三农”气象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内政办字〔2004〕169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内蒙古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三农”气象服务工作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四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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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三农”气象服务工作的意见

(内蒙古气象局 二〇〇四年四月)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我区是一个农牧业大区，农牧

民人口多，农牧业靠天吃饭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解决“三

农”问题任重道远。气象部门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支持和

服务于“三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我区气象部门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气象部门在拓展服务领域，增加服务内容，改善服务手

段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区农牧业结构调整

和农村牧区经济的发展，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都对气象服务提出

了新的需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密结合当地农牧业生产实际和农牧民需求，把握农牧

业结构调整特点，提高对“三农"气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一)进一步加强气象预报和情报服务工作

各级气象部门要继续做好天气预报，特别是重大灾害性天气

的预报预警工作，努力提高暴雨、暴雪、冰雹、霜冻、寒潮、沙

尘暴等重大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积极组织研制精细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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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客观方法，力争在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的时间、空间和量级精

度上取得新进展。进一步做好短期气候预测，做好年度旱涝和汛

期天气趋势预测，及时做好订正预测。春季紧密结合当地实际，

对春播期间气象条件、春旱发生发展趋势、土壤墒情、第一场透

雨、牧草返青期、农牧业年景趋势进行预测与展望。夏季突出抓

好灾害性、关键性、转折性天气预报和农牧业气象的分析评估，

特别要抓好春季久旱转雨预报，为因干旱无法播种的农田适时补

播、抢播、减轻旱灾损失搞好服务。及时掌握旱涝的间断性分布，

滚动修订汛期旱涝趋势。秋季注意防霜保收，针对各地农作物生

长发育状况，做好大秋作物最佳收获期的专项预报和霜冻期预报，

努力减轻霜灾影响。冬季配合抗灾保畜，突出抓好黑白灾、暴风

雪、寒潮、沙尘暴等灾害的预报和服务。

及时收集天气实况和其它农牧业生产信息，科学、定量分析

天气气候条件对农牧业生产情况的影响程度，就天气气候对主要

农作物的生长影响和后期效应作出预测分析(预测分析应有常年、

上年同期数据比较)，并形成评估报告。充分利用目前中短期天

气预报日渐准确的优势，对下一阶段农牧业生产活动提出针对性

和操作性强的农牧业生产措施建议。在不断提高定期农牧业气象

情报服务水平的同时，重点加强非定期农牧业气象情报(墒情、

雨情等)服务。结合农牧业生产实际，特别是关键农事季节快速、

灵活地开展服务，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在服务形式上，要充

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现代化通讯传输手段，及时发布传播气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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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加强自动雨量监测点建设，争取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在苏木

乡镇建立自动雨量监测系统，形成业务流程，及时收集处理自动

雨量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分析对各类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和作

用，为科学决策与指导“三农”工作提供服务信息。

（二）拓展气象服务领域，增强为“三农”服务的针对性

围绕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好农牧业气候资源细化和农牧

业适用技术推广工作。利用第三次气候区划成果，广泛开展新作

物、新品种气候适应性分析和区划，为优良作物、牧草及苗木引

进提供决策服务。积极开展以气候资源、气候灾害评估、重点农

牧业工程和涉农工程的气候可行性论证为主要内容的气候影响

评估工作。应用“3S”等先进技术，对农牧业气候资源、变异特

征进行监测、评价，为农作物引种、播种、制种基地选择和种植

业结构调整提供适宜性和风险评价。制作发布作物灌溉量预报、

土壤墒情预报和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预报。结合当地实际，开

展名优特作物的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系列化服务，做好主要粮

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预报。

(三)健全农牧业经济信息网络，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对

象,使之成为气象科技支持“三农”建设的重要阵地

依托气象系统的技术、人才和信息网络优势，发挥气象部门

的垂直管理体制优势，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开发，进一步

健全覆盖全区的农牧业经济信息网络，实现与中国兴农网、各省

市兴农网的对接和信息共享，为各级政府、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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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牧民提供信息服务。加快建设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信息

平台建设，开通盟市级农经网站，扩大农经网建设规模，逐步向

农口部门和苏木乡镇延伸。增强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

和服务意识，为农牧民搞好技术、信息、法律等方面的服务，逐

步形成与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结、统一开放的信息网络体系。把农

经网真正建成服务于“三农”的科技信息网、涉农商务网、政策

法规宣传网，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农经网业务和服务体系。

二、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为农牧业抗旱夺丰收做

出贡献

全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要以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

向，以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水资源开发与利用为目

标，以提升全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服务能力为重点，加快现代

化建设，努力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效益。

全力抓好全区飞机、地面火箭人工增雨作业的组织实施工作，

扩大作业面积，增加有效降水。进一步拓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服

务领域，从单一的季节性抗旱、防雹等防灾减灾作业向缓解水资

源短缺、增加水资源总量、增加土壤水分、抑制沙尘暴发生，生

态环境恢复与保护，森林、草原火灾扑救，重点流域水库蓄水和

开展冬季农区增雪的多领域、多目标作业转变。扩大飞机增雨作

业的规模，提前进场展开工作。组织进行冬春季地面火箭增雪作

业试验，为增加土壤墒情和春耕生产做好服务。积极实施飞机、

地面火箭增雨和跨区域联合作业，尽最大努力提高增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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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组织冰雹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防雹作业指挥，做好防雹

高炮的检测维护，保障炮弹供应，加强区域协调和技术培训，在

高炮保护区内，有效减轻冰雹灾害损失，为农牧业增产和农牧民

增收多做贡献。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云物理探测系统和作业装备的现代化建

设，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的监测、预警、指挥、作业、评估技术水

平，加强科学研究和外场试验，抓好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的 20

个旗县地面火箭增雨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努力提高全区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的科技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积极开展气候生态环境监测和信息服务

全区气象部门要增强做好气候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在现有气候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基础上，在不同生态

类型区确定急需和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监测项目，采取地面与卫

星遥感监测相结合的形式，实时监测涵盖土壤水分及土壤特性、自

然植被、沙尘天气、水体、荒漠化、C02浓度和水汽含量等要素。

各级气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生态环境监测

系统，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全区气候生态环境地基、空基监测

体系和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服务体系，及时提供生态建设的

客观数据和科学的分析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