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气 象 局
中气提字〔2022〕5号

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01749号

（社会管理类158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现就朱定真委员提出的《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

制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提案》，提出如下会办意见：

一、积极推动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相关制度建设和实施

近年来，中国气象局联合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开展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制作与发布工作，不断推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从灾害

性天气的预警向基于影响的风险预警转变。在气象灾害预警发布

及联动相关制度建设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

害防御条例》《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制度为气象

灾害预警发布、传播和应急联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明

确了不同等级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发布标准及防御指南。在气象

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层面，中国气象局建立了由 31 个部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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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部际联络员会议制度，密切保持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

遇有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及时通报给相关部门，实现联防联动；

与应急、水利、交通、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草等相关部门签

订合作协议，就信息共享、联合会商、联合预警等工作开展合作。

各地气象部门也根据地方政府要求，建立了适用地方需求的部门

联动机制。

二、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

2021 年 8 月，中国气象局印发了《中国气象局关于推动

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建设的通知》（气发〔2021 〕 79 号），

从充分认识完善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推动建立

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优化气象灾害预警

标准规范及业务分工、提升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能力、强化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提高社会公众主动防御气象灾害意识

和能力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完善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建设

的工作要求。 2022 年，有 15 个省（区、市）气象部门将气象

灾害防御类立法项目纳入本地方人大和政府立法计划。中国气象

局指导地方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相关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建立健

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

推动建立健全基于重大气象灾害高级别预警信息高风险区域、高

敏感行业、高危人群的自动停工停业停课机制。各地气象部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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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地方政府或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完善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

制相关文件，目前已有 17 个省（区、市）修订和制定了新的气

象灾害应急预案。

三、加强气象应急管理培训，做好针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

的防灾减灾培训

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构建了完善的

“ 1+8+N”教育培训体系。每年专门制订年度重点培训计划，面

向部门内外开展教育培训工作。针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气象部

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开展气象防灾减灾专题培训。受中央组织

部委托，中国气象局自 2006 年开始承担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气象

防灾减灾专题研究班，培训对象为地市级党委政府、兵团师市分

管负责同志，截至目前共举办 14 期，培训 407 人次。受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委托，自 2012 年开始承办气象及相关行业专业技

术人才气象防灾减灾高级研修班，截至目前共举办 9期，培训

667 人次。每年汛期前，各地省级气象部门面向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单位相关领导干部，开展气象防灾减灾专题培训。此外，中

国气象局还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不定期面向有需求的地方政府

开展领导干部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四、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资源

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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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已建成覆盖

国 -省 -市 - 县四级的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预警信

息送达时间缩短至 5-8 分钟，气象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

92.7%。中国气象局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数

据共享、应急联动等合作。 2019 年 2月，中国气象局与应急管

理部签订《关于建立应急管理与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联动工作

机制框架协议》，从数据共享、信息服务、应急响应、基层共建、

科普宣传以及发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用等六个方面建

立联动工作机制。中国气象局通过改革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考

核办法，提升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的准确率和提前量。2021

年印发《暴雨、雷雨（暴）大风预警信号有效性评价办法（试

行）的通知》，推进预警信号准确率和时间提前量的科学有效兼

顾。改革预报质量考核，强化 24 小时内逐小时客观方法的考核

评估， 2022 年目标考核明确全国50%以上预警信号空间分辨率

要精细到乡（镇、街道）。

五、多种渠道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应急科普工作

气象部门建立了应急气象科普快速响应机制。例如，自

2020 年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中国气象报社）

联合中国科协科普部、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建立防汛抗灾应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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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联动机制，共建共享汛期气象科普资源，并在科普中国网、中

国应急信息网展示传播。围绕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各级气象部门

时刻关注社会媒体舆论和公众热点话题，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气象

防灾减灾应急科普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气象防灾减灾科普传播

形式由传统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向融媒体迅速发展，

创新开展了网络专题、直播、社交媒体互动、原创短视频、动画、

数据新闻、表情包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气象部门

注重面向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等不同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普。例如，针对不同人群分

别组织开展气象科普“四进”、气象科技下乡、气象防灾减灾宣

传志愿者中国行等品牌科普活动。 2022 年，中国气象局气象宣

传与科普中心（中国气象报社）策划出版《新时代气象防灾减灾

科普丛书》，领导干部、农民、青少年分册分别贴合不同重点人

群的需求，帮助公众了解气象灾害的致灾规律，掌握基本的防灾

减灾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

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结合新时期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要求

及时修订完善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推动修订完善地方气象灾

害防御法规和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

导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进一步强化气象服务工

作，为防灾减灾提供有效保障。进一步分析政府部门、关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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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等不同领域的气象防灾减灾培训需求，开展分层次分领

域的气象防灾减灾专题培训工作，不断增强培训的覆盖面和实效

性，推动气象应急管理培训的常态化。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 2021—2035 年）》《气象科普发展规划（ 2019—

2025 年）》为引领，不断拓展应急防灾减灾科普形式，以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

需求为导向，研究开展个性化、精细化的气象防灾减灾科普。

以上意见供答复委员时参考。

                       

                                   2022年 5月 25日

（联系单位：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6840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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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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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