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１〕７９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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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０〕４７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闽

政办〔２０２１〕２９号),推进我市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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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人工影响天气工

作的基础性、公益性定位,强化责任落实、科技支撑,提升能力建

设、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为防灾减灾、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修复、

重大活动等提供坚实保障,更好服务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二)发展目标.持续推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军地协同、综

合监管”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机制顺畅运行,努力推进人工影响天

气监测、指挥、作业、安全管理、科研五大能力明显提升,实现科学

作业、精准作业、安全作业.围绕“人工增雨能力达到年均增雨量

５０００万吨以上、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作战图区级全覆盖、发射控制

器安全加密装置改造全覆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信息实时监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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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１００％、增雨火箭弹和装备物联网监控覆盖率达到１００％、人

工影响天气增雨火箭弹规范化存储运输”等具体目标,全面开展各

项工作,确保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科技、服务能力达到全国先进水

平,为厦门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建设高颜值高素质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快推进五大能力建设

(一)人工影响天气监测能力建设.建设覆盖全市的 X波段

双偏振相控阵雷达监测网,在海沧天语舟气象科技园区、集美浦公

山综合观测基地、同安综合观测基地、翔安海峡大气探测中心基地

建设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实现温度、湿度、风、水凝物、云和气

溶胶的垂直协同连续观测.选点建设无线增强型微型雨雷达、气

溶胶云雾滴谱仪等探测设备,与现有气象卫星、高分卫星、新一代

天气雷达、地面气象观测等基本观测、探测设备,共同构建监测精

密、技术先进的云水资源立体监测网,为科学指挥、安全精准作业

和效果评估提供技术支撑.(市气象局、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

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人工影响天气指挥能力建设.要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体系,充实专业指挥业务人员,提高指挥能力,进一步提高人

工影响天气工作水平.基于我市干旱灾害历史数据,建立精细到

镇街的气象干旱风险区划.编制市、区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作战图、

周年服务一览表、年度工作计划(“一图一表一计划”).引用较完

善的暖云催化作业概念模型和作业指标体系,开展作业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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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一体化终端,提升作业决策指挥、安全

监管、效果检验、跨区域(厦漳泉地区)指挥水平.(市气象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应急局、民航厦门空管站、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

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建设.要建立专业化作业队伍,

配强作业骨干力量,结合森林防火监测点等其他行业的监测设备

和布设场所,优化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布局.在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要求下,推进海沧两二水库、同安汀溪水库、翔安曾溪水

库和出米岩村作业站点标准化改造,配套建设相关安防设施以及

气象观测设备.建设５套远程智能遥控地面暖云催化剂发生器,

逐批淘汰落后和老旧装备,更新具有安全加密装置的７套地面火

箭发射装置.各区各相关单位要配合市气象局开展飞机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探索开展无人机、低频声波等新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

备的业务应用.(市气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

局、市应急局、市市政园林局、民航厦门空管站、集美区政府、海沧

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升级人工影响天气安

全管理终端,对作业人员、装备、业务流程等安全运行的综合管控

和空域报批进行留痕管理,动态跟踪安全隐患排查、作业人员身份

和培训等基本信息.购置火箭发射装置地理电子围栏,实现安全

射向锁定功能.应用物联网、智能识别、电子芯片、信息安全等技

术,在作业站点、运输车辆等关键部位和场所加强安全防护.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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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影响天气增雨火箭弹实现规范化存储运输,将增雨火箭弹存

储仓库纳入凤南民爆物品总库的统一规划建设.(市气象局、市公

安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应急局、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同安区

政府、翔安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人工影响天气科研能力建设.利用厦门市海峡气象开放

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联合相关专业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云水

资源评估、作业条件监测预报等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的联合攻关.

(市气象局、市科技局、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

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气象局要牵头建立常态化人工影响天

气协调会议制度,完善森林火灾、突发环境污染等事件人工影响天

气快速响应机制,完善厦漳泉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联席会议制度,加

强对全市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总体规划、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

市发改委要将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断强

化其能力建设.民航厦门空管站、市气象局等部门要完善人工影

响天气空域保障协调机制,保障增雨作业空域.市人工影响天气

协调会议制度其他成员单位要加强协调、各尽其责、形成合力.各

区也要建立相应的协调制度,加强对本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

导,明晰组织实施、业务技术、安全监管事权责任,加强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业务、设施装备、作业队伍保障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同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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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翔安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健全安全监管体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责任清单,确保安全责任措施落

地落实,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在人工影响天气火箭弹规范化存储

运输、作业安保、人员备案、作业站点巡查、空域申请使用等环节中

的安全监管职责.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定

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应急演练.依法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检

查,定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作业能力评估和固定作业站

点安全等级评定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人工影响天气科普教育,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为公益性科普宣传的重要内容融入防灾减灾基

地和科普场馆等建设内容.(市气象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科

技局、民航厦门空管站、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

安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将云水资源评估、作业条件

监测预报等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科学研究纳入科技计划,加大科技

攻关力度.健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劳动保护、人身意外伤害

和公众责任保险等保障制度,按规定落实津补贴政策,保障合理待

遇.(市气象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集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同

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财政投入.要将人工影响天气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利用购买服务等手段,对人工影响天气队伍建设、业务运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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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予以支持.(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气象局、集美区政

府、海沧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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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民航厦门空管站.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