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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提字〔2022〕20号

        A
公开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00005号（农业水利类001号）提案答复的

函

李云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对农业生产及

区域布局深度影响及其灾害预警的提案》（第00005号）收悉，

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现答复如下：

一、多部门共同推进极端天气影响的深度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济

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有增多增强趋势的背景

下，我国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更大、影响更重，已经成为国家防

灾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极端天气研究和预警预报，充分发

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既关系经济社会稳足发展，又关系

人民群众福祉安康。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对农业生产及

区域布局深度影响，加强科技支撑，中国气象局开展预报预测核

心技术攻关，组织数值预报业务模式系统持续升级，实现我国气



象灾害预报预测数值模式核心技术的安全自主可控；并深入研究

我国极端天气气候、气象灾害的成因机理和发生发展过程；强化

极端性、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前瞻性技术研究，利用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开展融合创新，努力实现预报技术瓶颈的重大突破。

农业农村部强化对极端天气影响和灾变规律研究，每年针

对农业气象条件和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预测预判，制定科学防灾保

丰收预案。每年年初制定农业防灾减灾预案，及时下发防灾减灾

各类技术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提

早做好防范准备；构建了部—省—地市—县信息采集、反馈系统，

充分发挥农作物灾害监测体系作用，600 个农情田间定点监测县

实现灾情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和反映，提高了灾害风险防范预警

能力。

下一步，发改委将依据《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

2035 年）》，以推进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为建设重

点，谋划重大工程，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支持气象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提升气象灾害综合监测能力、预报预警能力、风险防范能力、

信息支撑能力，着力构建新时代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中国气象局

积极与科技部沟通，将极端天气灾害预警与防控关键技术需求纳

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作物丰产增效科技创新工程”重点专

项 2022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作物干旱高低温灾害预警预测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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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研发及集成示范”并正式发布，争取立项支持。

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中，考虑气候变化趋势

防范极端天气危害

中国气象局深化与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合作，开

展常态化会商，签署工作协议，联合印发通知，发布风险预警，

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联

合下发文件。联合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关于

《科学抗旱春管夺夏粮丰收预案》的通知。与农业农村部联合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工作的通知》，联合

签订开展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工作协议。与国家乡村振兴局联

合推进气象助力防止规模性返贫工作。二是联合开展会商。与

农业农村部开展常态化定期农情月度会商，并与应急管理、水利、

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三是联合开展服务。与农业农村部

门联合开展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风险预警、特色产业气象服

务，今年通过中央电视台栏目发布8 期；联合开展“三夏”机收

精细预警服务，向农机手、农业大户、农机作业管理人员等300

余万人员进行服务，助力及时收获、颗粒归仓。充分发挥国家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用，今年通过系统共发布气象及其它

类别预警信息 13.2 万余条，向132.7万应急责任人发布预警短

信 12.8 亿人次；组织开展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提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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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灾害风险评估能力。另外，中国气象局制定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2—2024 年）》《 2022

年乡村振兴气象服务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将“加强研究分析，

努力提升农业应对中长期气候变化能力”列为重点任务，通过开

展中长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研究和开展精细化农业气候资源区

划，专题部署推进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研究工作。

农业农村部根据自然禀赋和灾害形势，因地制宜调整种植

结构主动避灾。指导生态脆弱、灾害多发易发区，主动调整种植

结构，引导农民选用抗逆性强的品种，确保粮食面积稳定。推广

地膜覆盖、保护性耕作、小麦“一喷三防”、玉米抗旱“坐水

种”、水稻集中育秧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组织有关单位加

强农业防灾减灾与灾后重建队伍人才库管理，加大灾情信息员业

务培训，提升灾情统计、调查、核报工作水平。每年安排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资金 30 亿元左右，主要对重大病虫害防控防治和农

业自然灾害预防、灾后恢复生产等工作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进

行补助。 2021 年针对河南历史罕见的极端洪涝和北方严重秋汛，

创新指导机制，首次组织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等单位派出

50 多个专家小分队下沉到重点县、灾情不退不撤回，推动中央

财政下拨救灾资金 45 亿元，比常年增加45%，救灾政策支持力

度之大多年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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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问题研究，在出台农业

产业结构布局相关规划、政策时，统筹研究气候变化影响，优化

农业生产力布局，构建科学、合理、高效的农业产业结构。中国

气象局将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研究与服务工作，主要包

括农业气候资源区划以及气候变化对作物种植带、产量、作物病

虫害发生发展等的影响。

三、强化极端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

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极端灾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能力建设

工作。 2021 年，以“预报精准”为目标，围绕精准预报重点难

点堵点问题，分灾种、分区域、分流域制定和实施十余个专项能

力提升工作方案，通过专项工作方案的落实，破解制约精准预报

能力提升的关键难题，不断提升极端性、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

警能力提升，并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2021 年，暴雨预警

准确率达到90%，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提前至 40 分钟，均创历

史新高；台风路径预报 24 小时误差为 77 公里，稳居国际先进

行列。

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继续推进分灾种、分区域、分流域

业务能力提升工作，聚焦极端性、灾害性天气（台风、暴雨、强

对流、龙卷风、海雾）的机理研究，完善实时监测分析业务，提

升分类别、分强度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强化客观预报技术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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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算法的应用，推进预警信号精细化到乡（镇、街道），补

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极端灾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能力。

感谢您对气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2022年 7月 4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010-

58994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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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业

农村部。          2022年 7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