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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府发〔2021〕2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视察江

西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助力江西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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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

科技创新，做到监测精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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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力地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

篇章提供坚强气象保障。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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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需求引领。围绕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以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为牵引，持续提升气象服务能力

和水平。 

坚持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气象“趋利”和“避害”作用，提

升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应对气候变化和

气象灾害防御的效益。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聚焦气象核心关键技术

攻关，注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气象事业发展统筹协

调机制，充分发挥双重管理体制优势，统筹推动城市、农村气象

灾害防御和保障能力建设。 

（三）总体目标。 

聚焦“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上勇争先”的目标定位，确保到 2025年，基本建成适应

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需要的气象现代化体系，气象关

键核心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科技创新对气象现代化水平的贡

献率显著提升，气象服务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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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水平整体达到全国省级先进，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

气象保障等领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作用。 

1.健全气象灾害防御组织体系。加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建

设，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综合防灾减

灾体系，纳入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基层基本公共服务，

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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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江西省气象灾害防

御（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职责，完善气象、应急、水利、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林业等部

门间统筹规划、共建共享和预报预警联动机制。（责任单位：省

气象局、省应急厅、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各

市、县〔区〕政府） 

2.提升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优化观测站网布局，填

补高山、湖面和低空垂直探测盲区，发展智能观测、协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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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卫星、雷达和微波等技术，着力提高强对流、暴雨、高

温等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高

性能计算机系统，提升数值天气预报计算能力，提高灾害性天气

中短期和短时临近预报预警水平，全力提高逐 6小时降水预报精

准度，为应急处置、救灾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责任单位：省

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厅、省林业局，各市、

县〔区〕政府） 

3.增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建立健全与国家相配套、

省市县一体化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相关部门做好全面

对接。加强新闻媒体、应急广播、通信运营企业与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有机联动，健全重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传播“绿色通道”、

全网免费发布机制。依照国家规定，明确乡镇政府、街道、开发

区和工业园区等气象灾害防御职责，建立健全重点地区、重大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叫应”机制，实现预警信息发布到社区到村到

户到人到每日进入江西境内每位流动人员。（责任单位：省气象

局、省应急厅、省广电局、省通信管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各

市、县〔区〕政府） 

4.提升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

提升气象灾害防御能力。落实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部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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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展分灾种的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和风险区划。建立气象灾害

风险管理制度。将气象灾害防御和保障服务纳入智慧城市建设和

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气象防灾减灾示范单位。（责任单位：

省气象局、省应急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局，各市、县〔区〕政府） 

（二）加强现代气象为农服务能力建设，提高乡村振兴气象

保障水平。 

5.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气象灾害防

御，建立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为先导的人员提前转移机制。建立

农村智能雷电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农村雷电灾害防御示范基地。

推进标准化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县（市、区）全覆盖。加强“江西

微农”和“12316”平台的互联互通与推广应用。江西农村广播、

江西农业频道等要开辟农业与气象服务专题栏目。加强面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重点地区的智慧化、直通式气象服务。（责任单

位：省气象局、省应急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

利厅、江西广播电视台，各市、县〔区〕政府） 

6.提升粮食安全气象服务水平。加强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预

报服务，提升粮食生产的趋利避害能力。完成粮油作物种植气候

区划与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加强面向粮食安全的气象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