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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青海省行业气象服务中的农业气象服务供给侧改革分析，得出农业气象服务创新力度不足、信息传

递不畅通、产品单一简单、农业气象服务与实际的生产存在一定差距等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了青海省农

业气象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现状，为加快推进青海省农业气象服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及防

灾减灾的需求等方面，提出强化农业气象服务效率、优化气象服务信息发布畅通、构建农业气象服务体

系建设、推进行业气象安全防御体系和优化本地农业气象创新能力等一系列措施，提出青海省农业气象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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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industri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Qinghai Provi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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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rological services is insufficient,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s not smooth, the products are 
single and simple, and there is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the actu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si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Qinghai Provinc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need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it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optimizing 
the smooth release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nformation, 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
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dvancing the industry’s meteorological safety and defense sys-
tem and optimizing the local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etc.,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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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

中高端供给不足以及现有供给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的调整 [1]  [2]  [3]。韩凤、姜湖园、张元元、宋昀

地、程丽平和李红等就新时代气象服务在农业防灾减灾中的应用展开讨论分析 [4]- [9]，为解决青海省农业

气象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主要采取农业气象服务。尤其是灾害性、转折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使农作物在实际生产中减少损失。青海省的农业区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湟水河谷和黄河谷地，主要

种植的有枸杞、藜麦、马铃薯、油菜、小麦等，针对特色农业气象服务需求分析，对现状进行分析。气

象服务在农业防灾减灾中可以有效地预防气象因素灾害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保障农业生产的价值和安

全生产。由于青海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气候的独特性因素对农业生产会造成极其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所

以气象服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地域分区域。农业气象服务应对当地的农作物生长情况和发育情况做出

针对性的监测，选用合理的监测方式对天气进行动态的监督和预防，为农作物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和安全

的生长环境，推动当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现状 

2.1. 气象信息预警预报联动机制 

加强对广大农村居民对农业产生的灾害性天气的认知和宣传力度，成为广大农户掌握天气变化的重

要渠道，宣传特色农业地区的农产品生长期及发育期灾害性天气的防御指南，可以提前告知农民，及时

防治，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的损失。尤其在信息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人有智能手机、网络无限畅通普及

的情况下，提高短信、微信群、短视频等多渠道、多手段发布对农业有影响的灾害性天气预警，有效提

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在偏远地区，信息相对闭塞的地区，可以通过各类显示屏、喇叭等公共资源设备，

也能达到防御气象灾害的效果。在多元化信息传播途径发展的前提下，天气预报信息可以更多手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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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送达到农民手中，解决气象信息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效果，有效守牢田间地头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 

2.2. 农业气象服务体系机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前沿交叉科学领域的快速演进，尤其是针对农业气象服

务，从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出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气象科技能力的现代化是服务农业气象服务的关键技术，集成农业、气象及服务的系统中体现，为提高

农业生产中气象技术的应用，构建针对本省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气象服务系统，提高研发成果，应用到实

际的工作中。结合本省主要作物，如东部农业区的冬小麦、春小麦、蔬菜大棚，西部柴达木盆地的枸杞，

如针对小麦的播种期、出苗期、发育期、生长期、孕穗期、开花期、成熟期等不同时期，气象灾害的不

同防御，关注的气象灾害种类也不同。可以研发更有针对本地的特色农业研发产品，建立农业灾害档案，

根据不同灾种的气象灾害对某地区的危险程度划分本省的气象灾害区划。此外，应加强农业生产状况的

调查与观测，为今后持续改善气象灾害防御指南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通过气象服务系统，快速、简洁、

高效完成短信、微信群的预警发布手段，可以为广大农民提供及时的天气预报，从而为防治工作的顺利

进行奠定基础。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利用人工影响天气来干预灾害天气的发生，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

产的冲击。 

2.3. 农业气象服务科普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效益社会服务带动综合实力的提升，强化科技创新，科

技宣传融合，持续提高农业气象服务气象科技现代化的“硬实力”的宣传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地推动科技现代化的农业气象科技成果，成果指导农业气象服务工作。大部分农民对气象灾害的防范

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改变农民对靠天吃饭的理念，一定要加大气象科普的力度，科学预防灾害。青海

是个多民族的地区，通过多语种、多手段、高频次地对农业区进行气象知识的科普、气象灾害的防御科

普。精准对标农业生产需求，大力发展农气首席专家及培训，开展气象助推农业生产种植，从气象灾害

对农作物的影响发展科普。发放自然灾害防御安全手册和农村气象防灾防御指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

导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 

2.4. 气象服务创新意识 

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气象科技持续提升农业气象服务保障支撑能力，对标新形势新要

求，需要解决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包含科技、业务能力和人才三方面。第一，科技创新方面，没有站在

青海气象事业发展的全局角度统筹农业气象科技创新的工作上，管理人员分工和流程的角度谋划不同，

及专业技术人员应用新技术的角度理解和实施有差异，存在解决农业气象科技发展瓶颈和业务科研一体

化难题的水平、动力不足；第二，业务能力方面，气象监测重建设轻应用，雷达及卫星资料应用技术及

本地化应用能力不强，新资料新产品应用亟待开展；第三，科技人才方面，高层次、高质量的农业气象

技术人员仍显薄弱，人才引进及培养力度还需加强，促进人才发展的体制还不够完善，人才政策的精准

性、协同性不够，人才发展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供给侧改革需求分析及对应措施 

3.1. 强化农业气象服务效率，优化气象服务信息发布畅通 

随着气候变化，极端气象灾害频发、重发的情况下，必须加强气象灾害预防的作用，才能减少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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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损失，加强对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的及时发布，信息的互叫互应，充分发挥气象预警的

提前性。气象预警发布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为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提供一定的引导信息，并为农业决

策部门提供灾害防御指南。积极发挥部门联动机制，气象信息互动，才能充分发挥预警信息的效果。同

时，气象部门还应与应急、水利、民政、农业等部门建立预警机制，采取叫应和叫醒沟通联动，主要应

对方式为电话呼叫，内容涵盖气象灾害的天气种类、预警级别、影响程度和重点关注区域、重点关注作

物等主要内容，以制定相应的防御对策，为实现农业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强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效实用的青海省农业气象灾害应急联动、精准靶向发布、气

象服务信息联合发布、决策气象服务运行和气象服务反馈互动等机制，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障碍，

改善气象服务需求侧供需关系。完善决策气象服务属地化，建立健全青海省、市州、县三级决策气象服

务协同配合机制，强化省级对市州县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推动公众气象服务集约化，省级开展本地

化服务产品研发，集约开展影视、网站和各类新媒体气象服务；市州县两级重点强化预警预报信息的发

布，灾害天气的跟踪服务以及信息传播渠道的建设、拓展和应用对接，扩大公众气象服务覆盖面。 

3.2. 推进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 

构建以农业气象观测技术装备、观测数据传输、观测数据质控、观测产品制作为一体的农业气象服

务体系建设，改进原先重服务轻数据的思路。在信息现代化条件下实现农业气象业务转型，完善体系建

设，优化工作流程，打通站网、数据、服务产品之间的“绿色通道”，着眼“智慧农业气象”要求，从

地面、高空、雷达、卫星等观测端出发，延伸构建观测基础数据，覆盖技术装备、质量控制、数据传输、

观测产品各个环节。 
强化气象观测、预报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打通农业气象观测、农事活动关键点预报、科技成果向农

气服务转化和服务带动农气观测、预报、科技发展的双向循环，强化农气观测、关键农事活动预报等基

础业务对气象服务的支撑，发展特色农业，分区划发布特色农业产品。坚持以需求为牵引，推进青海农

业气象服务需求分析常态化。加强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和质量评估技术方法研究，联合多相关部门之间联

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和质量评估，关键性天气过程、关键点农事活动天气过程总结、复盘，

优化推动农业气象服务流程。 

3.3. 共建行业气象安全防御体系 

提高支撑保障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打破事业单位业务部门的思维限制。主动融入政府大

安全大应急框架，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农业气象在服务保障民生、防灾减灾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

完善气象防灾减灾体制和法制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农业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推动青海省农业

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激发农业气象服务改革的动力活力，依靠改革政策和法规标准

来鼓励规范农业气象社会服务发展和社会参与。 
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要加强基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体系建设，县、乡镇、行政村要明确

承担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机构和第一责任人。积极推进统筹气象信息员、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大对气象

信息员队伍的培训升级，优化流程，使信息快速、准确传达，形成共建共享共用。 

3.4. 发展本地特色农产品，优化创新服务 

新时期青海省气象服务为农气象服务要明确现代化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现代气象为

农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为农服务的智慧化水平明显提高，创新必须走在前列，发展环境更加优化，保障

机制逐步健全，发展形成与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相适应的系列“气候好产品”，全面提升智慧农业气象

服务能力。要夯实农业气象服务发展基础；要提升农业气象服务智慧化水平；要增强农业气象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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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全面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能力。要创新乡村生态气象服务供给；要强化生态修复型人

工影响天气服务；要强化乡村生态治理气象保障服务。做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气象服务工作；提高贫困

地区高影响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加强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组织保障，强化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支撑；强

化队伍建设；强化开放合作。 
强化绿色有机农业产品的安全气象保障服务，提升绿色有机农业产品生产全过程气象灾害精细化预

报服务能力，提升灾害性天气对有机农业的影响的预报能力。探索建设智慧绿色有机农产品气象服务基

地，强化本地化特色农业气象服务，面向提升新型农业直通式气象服务覆盖率，加大绿色有机农业基地

的抗旱增雨和人工防雹作业力度，开展绿色有机农业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挖掘农业产品气候品质价值。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青海农业气象服务供给侧改革分析，对青海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进行了讨

论，分析了农业气象服务对青海省农业生产方面的防灾减灾、提升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本地化的农业

气象服务产品科学指导农业生产发展，提升助力青海省经济发展。优化农业气象服务供给市场需求，完

善青海省农业气象服务地方标准，同时加强宣传科普，从供给侧改革分析的角度出发，保障特色农产品

的气象服务需求，以科学标准为气象服务依据，同时对灾害性天气过程进行评述总结，以满足农民为最

终服务为目的，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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