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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基层防灾减灾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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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不足之处 提升基层防减能力

气象服务与群众生活及各行各业正常生产密切相关，及

时了解社会各界对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的需求，有利于提

高基层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防灾减

灾和应急管理工作。

在基层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的针对性方面，气象部门

提供的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最好是“量身定制”的，特别是遇

到重大灾害性天气，根据气象灾害发展情况，随时提供针对

性措施和建议。但是，基层气象部门业务人员少，特别是灾

害性天气影响期间，工作任务多，预警信息发布的及时性要

求又高，因此，在短时间内对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内容进行个

性化再加工较为困难。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准确性和发布提前量是气象防灾

减灾工作成功的关键。从目前国内外的预报技术水平来看，

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龙卷风等突发强对流灾害

性天气预报能力仍很有限，基本上都采取临近预警的方式开

展服务，这与现实要求存在差距。



在预警信息发布速率上，我国气象部门已拥有 10 余种

预警信息发布渠道，方便群众获得最新预警信息，其中最便

捷的是短信服务。当发生台风、暴雨等预警级别高的重大灾

害性天气时，气象部门会通过三大运营商启动全网手机短信

发布机制，但有时发送速率较低，容易造成群众接收信息滞

后的情况。

在预警服务频次上，基层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的标准是气

象部门根据灾害性天气的不同种类、级别及实际影响情况而

制定的，在台风、暴雨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影响过程中，需要

将预警信息更密集、更高频次地发布，以便群众及时掌握最

新的天气动态和预报信息。

在气象科普宣传覆盖面上，基层气象部门积极通过科普

展览、专家咨询访谈、专题讲座、培训学习、资料发放等多

种形式，大力宣传气象知识和防御措施，有效提升了公众气

象灾害防御能力，但受客观现实条件所限，农村、边远山区

等地居民以及野外、建筑工地等地作业人员接受气象知识培

训的机会较少。另外，目前适用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人群的

气象科普产品也较缺乏。

实行分区预警 精细化开展区域服务

气象灾害分区预警是指气象部门预计本行政区只有部

分区域达到预警发布标准时，仅对该区域开展预警服务。深



圳市气象局于 2007 年 7 月按照“统一预报、分区预警、重

点提示、对点广播”原则，研发灾害性天气分区预警系统并

正式运行，对灾害性差异大的台风、暴雨、雷电等天气采取

分区预警，或在市内统一发布预警信息时，对受气象灾害影

响更大的区域加挂更高一级的预警信息。经过近 15 年的发

展，其最小预警发布单元由原县级行政区缩小为乡镇（街

道），最小范围为 60 平方公里。

中山市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实施《中山市气象灾害分区

预警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同年 5 月

24 日该市遭遇暴雨天气，局部出现大暴雨，全市最大雨量位

于大涌镇，达到 129.9 毫米。中山市气象局及时发布分区预

警信息，这是《方案》实施以来的首次实践。根据《方案》

的相关要求，中山市气象台于 24 日 8 时 27 分发布西北、东

北片区暴雨黄色预警；8 时 50 分西北、东北片区暴雨预警升

级为橙色；9 时 2 分，发布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西

北、东北片区暴雨橙色预警仍然生效。随着强降水持续，10

时 2 分前后全市暴雨预警升级为橙色。

5 月 23 日上午，中山市气象局发布气象信息快报，请政

府和各相关部门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诱发的城乡积涝、局地

山洪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向全市 4000 多名防灾责

任人发出决策气象服务短信。



在应对本次暴雨天气的工作中，中山市气象局 5 分钟内

完成 10 多个渠道同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手机 APP 和微信

公众号等移动端发布渠道的完善升级，通过微信公众号主动

推送预警信息。气象局工作人员及时在微博上对市民关切给

予回应，并将分区地图以置顶方式进行科普。

2019 年 12 月 19 日、20 日，该气象局预报科组织专家

对 2018 年 3 月开始建设的《中山市气象灾害分区预警制作

发布系统》进行项目验收，该系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预警预

报信息审核、发布流程，提高预警预报信息发布的精确性和

时效性。

另外，北京市气象部门自 2013 年开始，对气象灾害实

施分强度、分区域、分时段的“渐进式预警”“递进式预报”

“跟进式服务”的“三维三进”分区预警服务，其中，北京

市气象台发布的市级预警信号可以精细到每个区，区气象台

发布的区级预警信号精细到每个乡镇（街道），极大地提高

了突发性天气服务的针对性，使预警发布的时效性更强、区

域更精准、速度更快。上海市浦东新区气象局对受气象灾害

的区域发布预警时，对其余区域同时开展通报提醒，使灾害

防御工作更加科学高效。浙江、福建、湖北等省基层气象部

门也开展了分区预警，有效提高预警发布的精细化程度及预

警服务的针对性、准确性。



建立“叫应”机制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贵州省气象局 2010 年提出强降水天气“三个叫应”模

式，即预测可能发生强降水或已经发生强降雨并将持续发生

时，各级气象部门必须通过电话通知的方式，将气象预警信

息点对点传递到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有关

责任人，提醒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经过长期实践总结，该省 2016 年出台《强降水天气“三

个叫应”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

重大灾害性天气的叫应标准、叫应对象及叫应方式。通过“三

个叫应”解决气象服务传输“最后一公里”问题，有利于将

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三个叫应”机制与贵州地区的暴雨特

点有着密切相关性，贵州暴雨常在夜间出现，此时群众往往

处于熟睡中，灾害防范难度大，必须有一种手段确保责任人

能有效接收到信息。与传统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模式相比，这

种“叫应”，不仅要将信息“发得出、送得到”，还要“叫

得应”。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贵阳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

气，修文县、南明区、云岩区等 6 个县（市、区）24 个雨量

监测站达到大暴雨量级。9 日 21 时 56 分，贵阳市气象台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同时，该市气象台根据降雨情况启动“三个叫应”工作

机制，向市防汛办、政府总值班室、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单位

报告最新雨情。10 日凌晨，预警信号逐渐升级为橙色、红色，

全市各级气象部门按照标准开展电话“叫应”责任人。

据统计，整个暴雨天气期间，贵阳市气象部门通过国家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预警信息 4条，通过“12379”

平台进行专项“叫应”服务 3747 人次。“三个叫应”机制

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渐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成功经验

案例 1：

2021 年 8 月 28 日 7 时至 29 日 0 时，陕西省安康市镇坪

县 8 个气象监测站降水量超过 100 毫米，在收到气象预警信

息后，钟宝镇镇长马上通知各村，要求村干部加大巡查力度，

迅速转移群众。

当 23 户 49 名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旧城村六组所在

地发生严重泥石流，所幸人员零伤亡。

案例 2：

2021 年 5 月 19 日 21 时 30 分，湖南省湘潭市地震和地

质灾害应急救援中心通过监测发现，雨湖区鹤岭镇关峰村石



坝组石坝滑坡点、湘乡市毛田镇白杨村座母组昌蒲滑坡点出

现滑坡迹象，并立即发出滑坡预警。

湘潭市应急指挥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度有关部门

单位提前转移安置群众。不久后，这两处滑坡点发生滑坡，

未造成人员伤亡。

减灾与应急管理学者：孔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自然灾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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