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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万里秋色美，花团锦簇党旗艳。

亿民同心庆盛会，浓墨重彩启雄篇。

故乡脱贫人添寿，新星巡天国增颜。

舵手领航绘宏图，征途凯歌伟梦圆。

七律·征途凯歌
——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维

都安！瑶乡百年站
王亮 韩嘉乐 黄姿娜 黄丽秋

都安，在哪里？

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地处

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是

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

2018 年，都安国家基准气候站成为

中国气象局认定的全国首批 443 个“中

国百年气象站”（五十年站认定） 之一，

都安瑶族自治县气象局创建了“气象助

力 乡 村 美 ， 魅 力 瑶 山 党 旗 红 ” 党 建 品

牌，以高质量气象服务助力少数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

今年“七一”前夕，45 岁的县气象

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唐新获评全国气象

部门 2022 年优秀共产党员。作为土生土

长的都安人，唐新感慨，这 10 年确实变

化大，未来将继续发扬“雄心征服千层

岭，壮志压倒万重山”都安精神，争取

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程中闯出新

路子。

守一个站

青山不语，澄江奔流。

从 2018 年建好的新办公楼眺望，近

处是 70 年不曾迁移的观测场，远处则是

俊秀的山脉。

都安国家基准气候站始建于 1952 年

7 月 11 日，是广西为数不多未曾迁移地

址的台站之一。

“ 守 护 气 象 探 测 环 境 并 不 容 易 。”

2015 年，都安县城区发生一起开发商违

建高楼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不法行为，

对此，唐新主动出击，及时与政府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最终制止了不法行为、

保 障 了 气 象 探 测 环 境 ， 做 到 了 守 土 有

责、守土尽责。

记录百年风雨是气象观测的不变初

心。2018 年，中国气象局授予都安国家

基准气候站“中国百年气象站”（五十年

站认定），该站自此被列入中国气象站重

点保护名录，对其探测环境保护和历史

人文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建站 70 年之际，1999 年出生的新职

工魏鹏辉从广西大学毕业后来到都安县

气象局，工作的第一天便参加了都安站

建站 70 周年座谈会。他说，从人工观测

到地面观测自动化，前辈们在艰苦环境

下克服种种困难，保障业务平稳运行的

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地面观测全面自动化后，测报工作

做“减法”，预报服务则要做“加法”。

GPS/MET 水汽站、闪电定位仪等来自

中国气象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的

“非一般”先进设备矗立在“25 米×25

米”的都安气象观测场，实时数据传输

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等单位。

擎一面旗

肩负着发展使命的山山坳坳，成为

锤炼党性的好战场。

都安县气象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创建“气象助力乡村美，魅力瑶山

党旗红”党建品牌，围绕“气象防灾减

灾+乡村振兴”“产业气象服务+乡村振

兴”“气候资源利用+乡村振兴”三融合

模式，开展调查研究，发挥部门优势，

推进广西高质量气象现代化建设先行试

点县工作有序开展。

2019 年，该党建品牌获评“广西气

象部门第一批党建示范品牌”，成为广西

气象部门基层党建的标杆。

不止于此，近年来，党建赋能专业

气象服务，迈出新步伐。都安县气象局

通过调研，发现水电站对个性化气象服

务有迫切需求，于是便主动做好对接，

与广西红水河第八座梯级水电站乐滩水

电厂建立科研合作机制，适时开展库区

人工增雨作业，尤其是在今年极端高温

干旱的背景下，人工增雨作业取得了良

好效益。

乐滩水电厂运维部主任韦志明给近

几年的人工增雨作业服务效果“一个大

大的点赞”，特别是 2022 年 8 月 26 日的

增雨作业，为库区增加降水量约 3820 万

立方米，增发电量约 228.7 万千瓦时，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干部带头，万事不愁，都安气象先锋

队全力啃下脱贫摘帽“硬骨头”。在县气

象局帮扶联系点高岭镇加庭村，“十三五”

期间，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41%。顶风雨、

冒酷暑，踩泥泞、翻山沟，面对危房改造、

安全饮水、医疗保障、控辍保学以及疫情

防控等多种难题，由唐新担任队长的脱贫

攻坚先锋队，驻村解民忧、察民情，2020

年 10 月，帮扶村 326 户贫困户 1406 人全

部脱贫，如期实现整村脱贫摘帽目标，

赢得了村民的广泛称赞。

县气象局近些年获得的表彰，足以

证明这份担当——“自治区文明单位”

“全国文明服务示范单位”“气象部门局

务公开先进单位”“全国气象部门文明台

站标兵”“全国气象部门创建模范机关先

进单位”。

佑一方安

都安县是广西四大暴雨中心之一。

为了都（[dū]）安尽全力保都（[dōu]）安，

气象部门一直在努力。

今年，县气象局严格按照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暴雨红色预警“凡红必停、凡

红必应”要求，面对 6 月 16 至 22 日百旺镇

272.2 毫米降水量的危急雨情，开展电话

叫应，800 余名师生及时停课，充分发挥

了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2017 年 6

月 28 日晚，唐新参与九渡中学 540 名人员

转移抢险现场服务，优质准确的气象服务

得到县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县气象局被

自治区气象局授予“2017 年重大气象服

务先进集体”称号。

祝著节是瑶族的传统节日。2021 年

祝著节期间，县气象局精准预报、精细

服务得到县长黄瑞吉的批示肯定，指出

“县气象局为今年祝著节系列活动提供的

预报服务及时准确，保障有力，为促进

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步一个脚印，气象服务不断延伸

拓展，在县气象局，由汉族和壮族、瑶

族等少数民族 14 名职工共同组成了大家

庭。大家持续巩固文明成果、注重民族

团结，推进实施“科技引领专业气象服

务”先锋工程和党员先锋岗。

如今，全县共建有 37 个区域自动气

象站，200 套农村气象预警大喇叭、行

政村覆盖率达 90%，建立了 253 名人员

组成的气象信息员队伍和 19 个乡镇气象

信息服务站，有效解决偏远山区信息传

输问题。如今，都安农村气象防灾减灾

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这些大喇叭还成为促进民族团结、

助力疫情防控的有益助手！”唐新介绍，

县 气 象 局 正 在 推 进 生 态 、 海 菜 花 、 潜

水、山葡萄、牛羊养殖等领域气象服务

工作。

科技改变未来。百年台站在探索中

形成的“最优解”，正为气象高质量发展

注入蓬勃生机和强大动力。

从 1978 年建站至今，佛爷顶国家气象观测站 （以

下简称“佛爷顶气象站”） 已历经 44 个春秋，陪它一

同成长的，是在这里工作了30年的气象观测员韩文兴。

海拔 1224.9 米，距北京市延庆区主城区近 40 公里

的佛爷顶山顶上，佛爷顶气象站建立于此。由于佛爷

顶气象站地理位置特殊，天气变化复杂，其观测数据

作为探空观测的有效补充，对北京市天气预报、气候

变化预测等具有重要意义。

“19 岁那年上山看到云海，当时觉得太好看了，就

想留下在这工作！”美丽壮观的云海让韩文兴与佛爷顶

气 象 站 结 缘 。 而 其 后 在 他 30 年 的 工 作 里 ， 一 次 次

“雪”的记忆则让他印象深刻。

2012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延庆地区出现 1960 年以

来最大暴雪。“每隔一小时就要出去用量尺测量一次积

雪深度，拿着笔在本子上记下来，定时把观测信息传

给山下。”从房屋通往观测场近 60 米的小路上，积雪

34 厘米至 40 厘米，一天往返十几次。

7 时 45 分，13 时 45 分，19 时 45 分，是韩文兴一天

中雷打不动的发报时间。“笔记本、铅笔、量尺”，这

些陪伴他的“老伙计”，韩文兴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或

者腋下。“宁可我自己淋着，也不能让它们有破损，就

靠这几样记录传达观测数据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能

力不断提升，2020 年 4 月，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改革

从全国试运行调整为正式业务运行，我国地面气象观

测进入全面自动化的新时代，自动气象站资料实现分

钟级实时更新，并借助地面气象业务观测平台软件

（ISOS）、气象资料业务系统 （MDOS） 等“新帮手”

同步传输。韩文兴的“老伙计”也退出了观测历史

舞台。

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后，佛爷顶人工值守的观测

任务也有所调整，包含风速、风向、降水等在内的 14

项气象要素数据也全部实现自动化采集和实时传输。

人工定时观测和人工发报基本取消，只保留雨凇、雾

凇、积雪、雪深、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五项人工观测

项目。韩文兴的工作重心也转到了对观测设备的检修

与维护，“每天早晨六点多醒来，就习惯性地巡视一遍

观测场的所有仪器，确定没问题才能安心吃饭。”

今年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作为气象行业优秀的劳模代

表，韩文兴成为冬奥火炬手，同时也是冬奥气象观测队伍中的一员，参与

外围服务保障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冬奥期间，降雪天气仍不少，但韩文

兴不需要再顶风冒雪前往观测场，而是紧盯着业务平台和观测软件上的自

动站数据，做好气象数据质量控制，确保气象观测数据准确、不断。

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运行后，无论是地面观测能力还是信息化水平、

业务流程，都得到显著提升和优化。其中，自动化观测频次较人工观测增

加 4 至 8 倍，观测数据由分钟级优化至秒级，数据采集流程可直传至省级。

从旧房改造翻新、修建公路到物资专人运送再到气象观测自动化，近

十年来，韩文兴见证并参与这座三类艰苦台站的加速“前行”。提起亲历

这些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他高兴地表示，“和以前可太不一样了！”

图为俊秀山脉下的都安县气象局观测场 图/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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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的冬日美味
张立波

今年的霜冻来得比较早，10 月中旬，陕西省延长县就出现了霜冻天

气。周末，延长县气象局干部职工没有休息，准备为冬天的菜肴添加一道

美味——腌制陕北酸菜。

在缸里放一层大白菜，撒一层大盐巴和花椒壳，然后逐一往上，直到

大缸盛满为止，再“请”来祖传的压菜石，添加定量料水。这是陕西酸菜

腌制的基本流程。

腌制酸菜手艺看似简单，但每家每户腌出来的口味却不尽相同，这看

似简单的酸菜中也蕴藏着人生百味。

以前，陕北地区冬天冷得早，在漫长的冬季，几乎只有土豆和大白菜

这两种耐储存的蔬菜。因此，每到农历九十月，延安乃至整个陕北地区，

家家户户都会开始忙着干一件“大事”——腌酸菜。

如今，虽然生活条件好了，随时可以买到大棚蔬菜，但对于很多延安

人来说，每到冬季仍喜欢腌酸菜，并保留着这一传统，腌酸菜已成了人们

根深蒂固的习惯。

工作之余，延长县气象局也保持着每年腌酸菜的习惯，且菜品更多。

今年腌的菜品有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得留”、“金条”、洋姜、芹

菜、辣椒等，大家分工合作，择菜、淘洗、削皮、切菜、烧水，准备盐、

生姜、蒜、花椒、茴香等配料，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忙活了整整一天，腌满了两大缸菜，最后盖上压菜石，这样腌菜就算

完成了。

等冬季到来，职工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美味。自己的劳动果实还可用

来与来此交流的兄弟县局同志一起分享。其实，保持腌酸菜的习惯，也是

为了让干部职工明白，虽然我们生活富裕了，但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世世代

代传承下去，一代代传下来的腌菜手艺也要发扬光大。

融入气象，讲好后勤故事
王春鸽

每个静谧的夜晚，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气象

大院里依旧灯火辉煌。这每一点“气象之光”的背

后，都蕴藏后勤人的辛劳和坚守；每一个不眠不休

的夜晚，都有后勤人的温馨陪伴。

2011 年，我走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加入中

国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的队伍。十年来，我感到我

们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了解、理解和支持，也激励

我们形成融入气象事业发展大局的职业荣誉感和

自豪感，凝聚起共同为气象事业奋斗的强大力量。

后勤工作是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气象业务

稳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讲好后勤故事，必

须提高政治站位，融入气象发展大局。十年中，我

们紧跟工作重点、深入挖掘亮点，以图文、短视频、

橱窗海报等形式，推出了一个个在平凡岗位上做出

不凡业绩的后勤人故事。他们是抗击疫情时全力

为气象园区筑牢安全屏障的后勤人，在汛期及重大

应急保障服务中日夜值守的后勤人；在医疗、幼教、

餐饮、物业、宾馆招待所等服务中细致周到的后勤

人；在重大项目建设、财务核算业务中精益求精

的后勤人。

讲好后勤故事，也要“走出去”，不断提高气象

后勤的行业影响力。多年来，气象后勤部门在改

革、调整、优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后勤

保障服务体系，多项工作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对

此，我们通过年度策划、月度策划、专题策划、应急

策划等方式，明确宣传思路和职责任务，确保宣传

既重点突出、又亮点频出；充分发挥《气象后勤》的

平台功能，促进气象后勤系统内部的互学互鉴；加

强与行业媒体的沟通合作，逐步形成“大后勤宣传”

格局。

十年来，我们逐步健全了宣传激励和考核制

度，建立了“年初明确重点+每月专题策划+日常点

评提醒+年底考核评优”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上下贯

通、无缝衔接的业务流程。

十年来，气象后勤先后在新华网、《中国机关后

勤》《中国气象报》等媒体发稿近百篇，多个中央国

家机关和地方的后勤部门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和调

研，气象后勤部门充分发挥了窗口效应，提升了行

业影响力。

这就是气象后勤人。他们认真地做着最平凡

的工作，辛劳地挥洒着无悔的汗水，他们是“幕后英

雄”，甘当绿叶守护气象事业发展。

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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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三件宝”
王丽霞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国家地面

气象观测自动化，基层台站观测业务工作量显著

减少，综合业务能力明显提升，业务人员转型发

展 。 我 有 幸 成 为 气 象 观 测 自 动 化 进 程 中 的 参 与

者、见证者。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省蔚县气象局工作。

当时，蔚县台站属国家基本站，每天进行 8 次定时

观测和 24 小时航空报观测，昼夜守班。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玻璃温度表、毛发湿度表、百叶箱，

与观测场的小路、铁皮炉子取暖的值班室、手摇

式电话一起，构成我工作中的日常。

记得带班师傅给我讲的第一堂课——地面测

报，即便是一张自记纸，也是特别珍贵的原始档

案，因为这是一份书写历史的自记纸，几十年甚

至几百年后，纸上的数据都有用。

2020 年，地面观测正式迈入全面自动化。观

测簿、自记纸、2B 铅笔，基层气象观测员向这

“三件宝”告别，双手得到了解放，但前进中的气

象事业对基层气象观测员提出了学习设备维护维

修、气象服务保障等技能的新要求、新挑战。

如今，我已转型为办公室工作人员，但当年

人工观测中的点点滴滴还常在我脑海中闪现，比

如那些在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的天气中，一手撑

伞一手夹观测簿冲向观测场的情景。不过，令我

更慨叹的莫过于现在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点击鼠

标，万千精密数据瞬间汇集，秒传而出。

刘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