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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发〔2021〕16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是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护佑人民安全福祉的重要保障。为加强更高水平气象

现代化建设，推进全区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和“两个屏障”“两个基

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聚焦“监测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切实保障

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提供坚强气象保障。 

（二）发展目标。到 2025年，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

功能先进、保障有力的现代气象科技创新、服务、业务和治理体

系，生态气象、卫星遥感、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信息化等领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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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国领先水平，气象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到 2035 年，

全面建成满足需求、特色鲜明、技术先进、充满活力的气象现代

化体系，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更加显著，综合实力达到全

国先进水平，实现气象大区向气象强区跨越。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作用。 

1.完善气象灾害防御组织体系。坚持属地为主、综合减灾原

则，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综合防灾减灾体系，融入基层网格化社

会治理体系。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压实分级

负责的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完善气象、应急、水利、农牧、

交通运输、林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间统筹规划、共建

共享和预报预警联动机制，健全并落实重大气象灾害停工停产停

课停运制度。（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内蒙古气象局，自治区教育

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牧厅、

林草局，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

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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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完成全区主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评估与区划，加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健全气象灾害风险

管理制度，完善各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加强综合防灾减灾示范

区建设和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拓宽农业保险气象服务领

域，为灾害损失评估、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开发和理赔提供技术支

撑。（内蒙古气象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

水利厅、农牧厅、应急管理厅、林草局，内蒙古银保监局，各盟

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 

3.提高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时效。优化完善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制定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标准，提高预警信息发

布及时性和精准度。健全三大运营商重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绿

色通道”和全网免费发布机制，加强新闻媒体、应急广播和通信

运营企业与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有机联动。落实重大气象灾害预警

信息“叫应”机制，推动预警信息发布到嘎查村（社区）到户到

人。（内蒙古气象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播电视局，内蒙古

通信管理局，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 

（二）加强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气象服务

绿色发展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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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气象服务。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天空地一体化全域生态气象综合立体监测

站网，实施生态气象和遥感应用能力提升行动。加强生态质量和

生态功能修复气象监测评价，开展极端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对生

态安全影响的预警服务。建立林业气象服务保障系统，强化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气象保障。优化森林草原防灭火气象综合服务体系，

建设中国北方森林草原防灭火示范基地。（内蒙古气象局，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林草局，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 

5.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完善环境气象预报服务体系，提升

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能力。推进气象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数据

共享、会商研判和应急联动，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基础研究。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效果气象影响评估、大气自净能力精细化评价

服务。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气象保障服务。（内蒙古气象局，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

责） 

6.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支撑。建设温室气体观测站网，实

施碳达峰碳中和监测评估计划。加强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模

拟预估，强化气候变化对重点行业、流域、区域的影响评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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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风电功率和太阳能发电量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提升风能太阳

能资源开发利用服务能力。开展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等气候

可行性论证。（内蒙古气象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

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 

（三）加强现代农牧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和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7.做好乡村振兴气象保障服务。将农村牧区气象防灾减灾纳

入数字乡村建设。建立精细到苏木乡镇的预报预警以及中小河流

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体系，强化平安乡村建

设气象服务。打造气候康养、避暑胜地等特色气候品牌，强化脱

贫地区特色种养殖业气象服务保障，助力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

稳过渡。（内蒙古气象局，自治区农牧厅、文化和旅游厅、乡村

振兴局，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 

8.服务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发展精细化、定制化、直通

式农牧业气象服务，健全农畜产品生产专业气象服务体系。强化

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建设，创建玉米、

小麦、谷子、有机蔬菜、羊、牛等特色农牧业气象服务中心。加

强“名优特”绿色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

气象服务。开展气象条件对设施农业影响技术研究。（内蒙古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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