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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正在不断提升,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保证农业可以稳定发展,

做好气象服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本文对如何强化气象服务能力进行了探讨,并且对农业气象灾害防御的措施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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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通过我国气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我国在

气象事业的研究以及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

气象部门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完善措施,积极引进了先进的科

学技术以及设备,使得气象工作展开的质量以及效率得到了

有效提升。无论是天气预报还是灾害预警等等,其对农业的

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气象服务内

容正在不断丰富,但是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还存在

着明显的差距,还需要对我国的气象服务能力进行提升。对

于我国来说,在展开气象服务工作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多种

外界因素的限制,从而导致最终气象服务工作展开的质量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自然条件、人们文化水平以及交通情

况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气象服务准确性的关键因素。 

1 农业公共气象服务能力建设的重点 

1.1重点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活动展开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气

象灾害势必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给农户

自身的经济收益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公共气象服务能

力进行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活动中较为

常见的气象灾害主要包括洪涝、干旱以及冰雹等等,这些灾

害的发生使得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绝收的情况[1]。为了使得我国的自然灾害

风险防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应

该对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明确,并且对风险防范能力进行提

升,当地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气象知识的宣传力度,

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对自然灾害有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也使

其风险意识得到了提升。对于气象服务机构来说,在实际运

行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对自身运转理念机制进行完善,这样

才能够使相关的信息可以更加及时的传递出去,使得防范工

作展开的整体效果得到有效保证。在农业生产方面,还应该

积极完善农业生产设施,这样也可以使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

活动的影响有所减小[2]。 

1.2增强气象信息的预警能力 

对于气象信息的传递来说,其主要起到的是预警作用,

将自然灾害可能出现的信息传递给农户,但是,由于自然灾

害具有多发性以及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自然灾害的发生

时间、作用程度以及发生次数很难得到精准判断,往往会出

现多次自然灾害连续发生的情况。在农业气象的服务当中,

一定要对预警能力进行提升,这是非常关键的,应该事先采

取相应的应对措施[3]。通常情况下,想要使企业自身的气象

信息的预警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就应该对信息的准确性进行

保证,同时,还应该对气象信息的相关发布渠道进行优化,从

而使得信息的获得更加具有系统性。还应该进一步提升预警

信息的覆盖范围,从而使更多区域的农户能够提前预知气象

灾害,这样也使得气象灾害给农户经济收益带来的影响得到

了有效控制。对于气象部门来说,在展开监测工作之前,还应

该对监测规范标准进行全面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数据

采集以及传输的流程进行完善,这样一来也在整体上提升了

监测水平,有利于气象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展开气象传播工

作的过程中,还应该进一步对传播机制进行完善,积极应用

先进的通讯工具,这样可以使气象灾害信息能够及时被人了

解,从而更加及时的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1.3强化气象服务辅助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 

从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的气象服务工作展开的实际情

况来看,气象服务辅助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应该加

大建设力度,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

持。从现阶段当地经济以及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入手,

我们会发现,气象服务平台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多

个环节步骤,并且对相关气象工作人员的自身专业素质有很

严格的要求。同时,气象服务平台的建设还应该保证平台的

共享性,使得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传播,并且使得信息

的服务性以及权威性得到保证,这样更加方面相关政府部门

以及农户根据气象灾害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与其相对应的解

决方案。对于常见的气象灾害,还应该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

理机制,依靠法律手段对气象灾害的风险进行综合评估,这

样也更加方便今后根据气象灾害的风险程度制定出相应的

防范机制,从而使人们对自然气象灾害的警戒性得到有效

提升。 

2 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预防能力的策略 

2.1长效性对策 

从现阶段我国多个地区农业活动展开的实际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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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当地的生产条件以及地理气候条件与农业生产的需求

相符合,这样才能够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在展开农业

生产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气象灾害风险进行明确,并且要制定

好相关的规划方案,根据气象灾害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生

产方式,这也使得当地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这

要求农业活动的展开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并且对区域农、林

以及牧业进行全面优化。在对农业生产环境进行优化的时候,

应该从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入手,加大对森林的保

护力度,减少水土流失情况的发生,这对提升当地的自然灾

害防御能力有明显作用。我国在进行农业发展的时候,应该

积极研究新品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情况下,不同地理环

境以及自然环境条件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也势必会受到很

大的影响,积极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可以使品种的可逆性得到

有效提升,同时还可以有效起到抗旱以及抗病虫害的能力。

对于农作物品种来说,在对其进行选择的时候,应该对农作

物的种植期以及收获期进行明确,对种植以及收获时间的合

理安排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户自身的经济效益,同时也

会影响到农业的综合发展情况。因此,当地政府还应该积极

推广符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充分利用起政

府以及社会的力量,使得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可以降到最

低。 

2.2应急性措施 

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应该对天气的变化进行全面

关注,气象变化情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业生产活动的

整体运作。根据农业气象的变化情况展开农业预警工作,应

该建立起完善的防范方案,尤其是要制定出应急的处理方案,

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损失得到有效减少。对于区域农作物

的生长来说,经常会受到天气情况的影响,一旦出现自然灾

害还会对农作物的收成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可以有效避免自

然灾害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严重的影响,应该对自然灾害进

行及时预警,然后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可以考虑暂时

改变农作物的生产环境,这样可以使其对恶劣气候有一定的

适应。当出现干旱情况的时候,可以考虑对农作物应用滴灌

手段,这样可以使农作物对水源的需求暂时得到满足。在面

对早霜冻害的时候,可以考虑应用烟熏的方法,以此来防御

寒霜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整

体社会经济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与当地地理环境以及气象情况有

直接关系。现阶段,强化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成为了我国农业

生产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农业种植是一项周期性很强的活

动,农户想要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就应该对种植周期进行

精准把握,这样也更加方便后期对农作物的管理工作。对于

气象部门而言,应该进一步提升对气象灾害的宣传力度,这

是非常重要的,从而使农户在展开农业生产活动的时候,对

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有更加精准的了解,并且及时应用预防

以及补救的措施。气象部门的服务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在气象信息的传递以及预警方面,应该根据当地地理环境的

实际情况来展开,这样可以使农业生产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

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可能性更小,这也使得农户自身的经济

效益得到了有效的保证,避免农户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也

有利于当地农业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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