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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对促进农业发展所起到的

作用也越来越大。气象农业科技服务是依托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为基层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气象服务。同时,气象农业科技

服务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以下内容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应对措施。望能够促进气象农业科技服务

的良性健康发展。 

[关键词] 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发展问题；应对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

突出,如全球变暖、洪涝、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

这种恶劣天气给农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气象服务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逐

渐地向气象农业科技服务转型。在科技的有效支撑下,大力

提升气象农业服务质量。然而,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在发展中

仍然面临着一些关键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 

1 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1.1 气象观测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当下的气象观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观测

手段与观测内容进行了优化。然而,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背景下,气象观测技术并未获得较大的创新与发展,进

而使其无法更好地契合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比如观测

仪器自动化水平较低,使得收集到的气象数据信息以及数据

分析过程欠缺了精准性,无法更好地确保气象观测水平与整

体质量。同时,受当下气象信息服务传播手段的影响,气象信

息传播的时效性较低,进而使得气象信息丧失了原有的价

值。比如,当下的气象信息传播手段多是以电视、短信服务

乃至网络平台等渠道为主,尽管当下的传播手段比传统的传

递方式更加具有便捷性,但仍然无法更好地解决信息传递服

务的及时性问题。尤其一些恶劣天气,如暴风雨等,会给农业

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带来极大地危害。人民群众所收到的气

象信息一旦有延误,就无法及时地采取预防措施,进而严重

地影响到农业生产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地顺利进行。 

1.2 给予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的重视度不够 

基层部门给予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的重视度不够,未

充分地认识到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对农业发展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比如,在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上给予的资金

投入不足,无法确保全新的气象服务技术与服务研发工作的

顺利开展。而传统的基层气象服务又无法满足当下农业与社

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为此,基层部门只有从根本上重视气象

农业科技服务,并给予此项工作足够的资金支持,方可以促

进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1.3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 

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人员的素质与能力高低直接决

定着气象服务的整体质量。由于基层工作人员在专业素养方

面有待提高,导致我国的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也会出现一

些偏差。比如,由于基层工作人员能力不足,当重大灾害来临

之前,不能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及时的分析出灾害即将发生

的情况；由于基层工作人员在对待工作时缺乏责任意识,在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出现错误与偏差,影响了数据的

准确性。进而影响到防灾工作的正常进行, 终导致农业蒙

受经济损失。 

1.4 汛期天气系统预报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就我国当下的基层气象站服务工作来看,多是以县作为

基础的单位来设立气象站,同时根据气象站的气象监测数

据来对管辖范围内的气象服务进行正确的气象预报指导。就

当下的天气预报系统来看,在天气较为平缓的季节,预报的

精准性会更高一些。然而在多雨的季节,如夏季汛期或者出

现暴风雨等恶劣天气时,基层的天气预报系统会因为局地性

的因素而导致天气预报准确率降低。 

1.5 特色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提高我国基层的农业气象服务综合水平,就需要基层部

门建立并完善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体系。然而我国当下的实际

情况是,由于多数基层地区缺乏健全的特色气象农业科技服

务体系,使得气象服务工作缺乏规范性、且覆盖范围有限。

同时,由于基层部门未给予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足够的重视,使得服务产品缺乏多样性,且气象服务产品的

覆盖地区多是一些经济较为先进的地区。比如,农村地区或

者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获取基层气象服务。另外,由于我国

特色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技术方面

缺乏先进性,在气象评估服务体系方面缺乏健全性,导致

终的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信息缺乏针对性与精准性。 

2 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的应对措

施 

2.1 突出基层农业气象服务渠道的创新性 

要不断地创新、拓宽基层农业气象服务渠道,为气象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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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时效性提供充分地技术支持。在具体的气象服务信息传

播过程中,既需要依托于传统的广播电视、气象网站、短信、

气象服务公众号等渠道外,还可以积极地开发针对村集体的

微信号,进行气象服务信息的传送。如当下基层建设的村通

工程,通过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将气象服务信息充分地转化

为图像、视频或者声音等形式进行气象信息的传播,此种传

播方式实现了服务信息的全覆盖,使得农村集体也可以及时

地获得气象服务信息,进而有效地避免了恶劣天气给农业生

产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2.2 加大自动化气象站网的建设力度 

区域的气象数据收集工作多是通过地面气象观测站点

来完成。我国气象服务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各个基层

的气象局已经相继设立了专门的农业气象观测站点。同时,

各个观测站点为了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气象服务,气象相

关部门也需要加强气象精细化服务建设。这就需要相关部门

加大自动化气象站网的建设力度。如,新型 5 层梯度自动气

象站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地推广。此项技术是实现自动化气象

站网的一项重要举措。且此项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大大提升了

气象服务工作的整体质量,且可以更好地促进气象防灾减灾

工作的顺利进行。 

2.3 提升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团队的专业素养 

在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团队中,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

决定着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由于基层工作人员的专

业素养欠缺,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组织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来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培训,让工作人员认

识到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对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

要作用,从而提升自身对待工作的责任意识。同时,为了保证

聘请的工作人员的整体质量,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选拔制度,

并严格执行,从而保证团队工作人员整体的专业素养。 

2.4 提升基层气象农业科技服务综合水平 

基层气象农业科技服务综合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农业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为此,基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

需要做到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需要与农业专家进行及时地

沟通,了解到基层气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科学合

理的应对策略,以此来确保气象服务工作的精准性与高效

性。其次,气象部门需要不断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农户之

间沟通,来为气象服务工作方案的制定提供有效地数据支

持。 后,要为完善气象农业科技服务提供充足的资金与人

力支持,进而为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

的条件。 

2.5 建立完善的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提升气象农业科技服务的整体质量与时效性,就需要建

立起完善的基层气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首先,在气象农业

科技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充

分了解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特点,进而结合这些特点制定出具

有当地特色,且符合当地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气象农业科

技服务体系。其次,建立完善的气象服务风险评估体系。通

过市场调研,充分地掌握当地气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并通过气象服务风险评估体系对

气象服务问题进行风险评估与防范。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提高

气象服务的针对性,也可以使得气象服务更具规范化,并提

升气象灾害预估能力。 后,在构建完善的气象农业科技服

务体系时不可冒进,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将工作做实,并

对服务内容、服务工作体系进行实时地监控,以此来提高气

象灾害防范工作的针对性。 

3 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气象农业服务也

逐渐地引入了先进技术,实现了气象农业服务的科技化,然

而我国当下的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如气象农业观测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给予基层气象服务工

作的重视度不够、气象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有待提高、汛期天气系统预报水平较低、特色气象农业科技

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而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

题,上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望能够给气象农业科技服

务人员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来提升我国气象农业科技服务

水平与质量,进而促进我国农业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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