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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中气议字〔2022〕12号                  签发人：毕宝贵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第3435号建议的答复

庄文忠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能力的建议》

（第 3435 号）收悉。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答复

如下：

面对极端天气的挑战，中国气象局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合作，不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能力

不断提高。

— 1 —



一、强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能力

一是极端天气事件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断提升。气象部

门建立了较高时空分辨率、多手段并用的天气灾害监测网，面向

天气、气候及气候变化和重点领域应用服务，累计建成6万余个

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120 个探空站、236部天气雷达、6颗风

云气象卫星等组成的立体综合观测系统；建成涉及农业、生态、

交通、海洋等行业的专业气象观测网。气象实况和预报实现了从

站点、落区到格点、数字跨越，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空间分辨率中

国区域陆地达到5公里，海洋达到 10 公里，全球达到 10 公里；

时间分辨率 0-24 小时1小时间隔、逐小时更新， 1-10 天 3小

时间隔、逐 12 小时更新。应急管理部成立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

心，初步形成多灾种、灾害链监测预警业务体系，充分结合致灾

因子、承灾体和历史灾情数据，开展暴雨洪涝、台风灾害等极端

天气监测预警模型研发。

二是面向基层和社会公众的预警信息发布能力不断增强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成并运行，实现外交、公安、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

应急管理等 26 个部门预警信息的集中发布，面向各级政府领

导、应急联动部门、应急责任人和社会媒体，实现预警信息分级、

分类、分区域、分受众的精准发布。不断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显示屏、大喇叭等多种渠道和国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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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预警新媒体矩阵，有效解决预警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问

题， 2021 年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 96.9%。

三是初步建成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了由 31 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象灾害预警服务部际联络员制

度，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便捷高效。31 个省级气象部

门与政府各部门建立了有效的气象灾害信息共享机制，2.8万个

乡（镇）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政府综合防灾减灾体系，15.47万

个村（屯）制定气象灾害应急行动计划，建立 60.6 万名的基

层气象信息员队伍。 10 个省（区、市）推动地方政府或防汛抗

旱指挥部印发了完善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相关文件，18 个省

（区、市）修订和建立了新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部会

同自然资源、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针对重点时段开展全国自

然灾害风险形势会商研判，遇极端天气随时开展会商研判和指挥

调度；大部分省份已先后建立灾害综合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定期

编制发布风险报告。

四是形成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与“三停”的联动对接。气

象部门推动气象灾害预警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和不断完善，2022

年 4月底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气象局均建立重大气象灾

害“叫应”制度并备案。应急管理部编制强对流天气应对预案，

印发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推动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完善本地强对流

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将防汛预案中预警发布和应急响应联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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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修订纳入全国防汛工作检查督查重点内容，加强防汛和救

灾物资储备，增强抗灾减灾能力。应急管理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

印发《关于强化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工作的意见》，推动各

级应急预案修订中将重大过程预报预警作为启动应急响应条件之

一，及时采取停工、停业、停课等避灾避险措施。

五是加大极端天气灾害处置高科技设备研发投入。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十四五”国家应急通信

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包括气象等各领域应急通信能力提升

作出系统部署；同时利用应急通信相关专项,持续支持云南、重

庆等地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提升重点项目建设。应急管理部牵头

组织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最大程度协调各部门信

息资源，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和遥感技术，研发国家灾害

综合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

别和预报预警能力，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提供科技支撑。中

国气象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持续开展

预警短信靶向精准发布试点，不断推动预警短信发布精准度和时

效性。

2 、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联合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您提出的建议，扎实做好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的监测预警工作，切实增强气象灾害防范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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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推动信息共享。通过公共安全

信息化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推动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及

地理信息、水文数据、风险普查数据、行业数据的多部门共享共

用，形成部门合力，提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报水平和风

险防范能力。

二是进一步完善灾害防御法制机制体制。尽快推动修订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推动

各部门建立分灾种的气象灾害专项应急预案，细化高影响行业预

警分类分级措施，明确各领域、各行业防御气象灾害的责任。特

别是推动住建、交通运输、教育等气象灾害敏感行业建立健全气

象灾害防御的标准规范，完善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停工、停

业、停课制度。

三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实施。推动《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战略 2035 》印发实施并抓好贯彻落实，鼓励各地区将

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地方工作重点，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法，提高

气候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提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能力。

四是不断完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为应急处置赢得更多

时间。加快新一代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充分

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进一步健全预警信息接收和传播工作机制，

推动各地建立预警信息快速发布“绿色通道”，人员密集区和公

共场所建立预警信息接收渠道和应急联动机制，提高应急处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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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御时效。

五是加强宣传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灾害防御能力。针对

极端天气的防御开展宣传科普，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普及气象

灾害防御知识，普及个人紧急避险知识，提高广大公众对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的关注度，提高公众的灾害防御能力和气象灾害防范

意识。

感谢您对气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 6月 28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010-

58994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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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抄送：全国人大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

部，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         2022年 6月 28日印发  

中国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