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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乡振发〔2023〕11号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 庆 市 气 象 局

关于共同建设乡村振兴气象保障体系助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

各区县（自治县）、万盛经开区乡村振兴局、气象局，市气象台、

市气候中心、市气象科学研究所、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市预

警信息发布中心：

为贯彻落实《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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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局、重庆市财政局等 9 部门《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

长效机制的通知》工作要求，推动市乡村振兴局、市气象局《气

象服务乡村振兴合作协议》落地落实，现就共同建设乡村振兴气

象保障体系，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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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筑牢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防止规模性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科学开

发利用气候优势资源，助力气候特色产业发展，共同推进乡村振

兴气象保障体系建设，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有效提升气

象为农服务质量和效益，全面服务保障乡村全面振兴。

（二）工作目标。围绕重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瞄准 4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17

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和原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以下简

称“重点县、重点乡镇、原深度贫困乡镇”)的气象灾害防御短

板弱项和山地气候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建设科技领先、监测精密、

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乡村振兴气象保障体系，建成

一批气象灾害预警预防规范化乡镇，打造气候优势产业发展示范

区县，为防止规模性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促进农业稳产增产、



- 3 -

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新贡

献。

二、重点工作

（一）提升乡村振兴气象科技支撑水平。认真贯彻落实《重

庆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渝委办发〔2022〕14 号），大力

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协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应

用发展，构建智慧农业气象平台。一是建立农村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业务体系。完善灾害性天气气候趋势预测、短期预报、短时预

警信号、临近强天气警报、实况信息递进式 5 段预测预报预警业

务。二是建立精细化农业气象业务体系。基于重点区县、乡镇、

村及特色产业、气候资源、气象灾害等乡村振兴气象大数据，建

设智慧气象为农服务系统，建立“业务化网格实况/智能网格预报

+农业气象服务”业务，形成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的农业气象

灾害监测预警、农事农时预报及影响评估产品体系。三是建立气

候经济价值转化技术支撑体系。依托中国气象局气候资源经济转

化重点开放实验室，建立面向重点区县、乡镇的气候资源经济转

化大数据监测评估、气候资源经济转化方法、气候资源经济价值

核算、气候资源经济转化途径和政策的技术体系，为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提供气象支撑。

（二）筑牢农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重点乡镇、原深

度贫困乡镇所在区县乡村振兴局要会同当地气象局，按照“五个

一”的标准，推进气象灾害预警预防规范化强镇带村建设。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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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精细化灾害风险分布“一张图”，建立可能受影响的重点人

群、重点产业、重点设施清单和气象灾害致灾阈值清单，做到风

险隐患心中有数。二是织密气象监测“一张网”，针对乡镇气象

灾害易发区、隐患点，推进完善气象观测站网。三是建立主要灾

害风险预警“一平台”，实现主要灾害及衍生灾害风险预警精细

到乡镇和隐患区、风险点。四是健全强镇带村预警传播“一链条”，

建立完善乡镇、村级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充分利用区域定位短信、

应急广播、电视机顶盒等传播手段，实现重大预警快速向群众播

发。五是构建乡镇村预警预防“一体系”，推进乡镇建立完善预

警联防制度，建立乡镇、村分类分级预警预应急联动机制和预案

体系，落实气象灾害预警预防责任。

（三）推进气候优势产业发展。各区县乡村振兴局要会同当

地气象局，打好乡村振兴气候牌，服务保障重点区县、乡镇气候

优势产业发展。一是促进山地气候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加快建立

重点区县、乡镇的高山水稻、蔬菜、茶叶、核桃、紫苏、脆李、

烤烟、柑橘等特色农业气象大数据，建立特色农业产业气象灾害

监测预警体系和风险智慧调控体系，实现作物全生长周期趋利避

灾减灾指导与品质动态跟踪溯源，支撑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培育

创建国家级、市级高山气候特色农产品品牌，强化展示展销推介

和媒体宣传服务，助力当地山地农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二是

助力特色生态气候旅游融合发展。开展重点区县冰雪、避暑、康

养等生态气候旅游资源精细化普查，编制特色生态气候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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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气候旅游大数据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区县、乡镇创

建 “中国天然氧吧”“避暑旅游目的地”等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

生态气候生态旅游品牌和“重庆气候清凉避暑地”“重庆气候养

生地”市级气候生态品牌，借助气象内外媒体优势资源，扩大重

点区县、乡镇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乡村振兴局、市气象局建立主要领

导牵头，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市乡村振兴局产业开发处、市气象

局应急与减灾处联合推进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及时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区县乡村振兴局、气象局要建立相

应的工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共建事宜，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气象

保障体系建设，打造智慧气象服务平安乡村、乡村产业振兴示范

典型。

（二）强化政策支持。各区县乡村振兴局、气象局要加大与

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单位的协调沟通力度，统筹用

好政策、资金、项目。各区县乡村振兴局要加大气象防灾减灾、

气候优势产业发展等项目支持力度，可以纳入项目库建设的，要

按照村社申报、乡镇审核、区县审定的入库程序，尽量纳入乡村

建设项目库（乡村振兴气象保障项目参考指南见附件)，区县气象

局、市气象局相关业务单位要利用好行业资源优势，做好技术装

备、人力资源支撑。

（三）加强督促检查。市乡村振兴局、市气象局要将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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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气象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年度考核和重点工作督查督办，加大区

县建设工作检查指导力度。各区县乡村振兴局、气象局要齐心协

力，加快工作推进，加强项目评估验收，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充

分放大财政资金绩效。

附件：乡村振兴气象保障项目参考指南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气象局

2023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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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村振兴气象保障项目参考指南

为进一步推动市乡村振兴局、市气象局《气象服务乡村振兴

合作协议》在区县落地落实，指导区县乡村振兴气象保障项目纳

入乡村建设项目库，提升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保障成效，特拟定以

下三个方面项目参考及相关经费预算，各区县可结合本地实际认

真组织开展项目设计并推动实施。

一、高山气候优势农业发展气象支撑项目

1.建设目标

针对独有的高山气候品质，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山优势农

业，开展农业气候品质监测评估，创建国家级、市级优质气候农

产品，提升高山农业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高山特色农业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服务体系，及时精准提供有效避灾减灾服务，保障高

山特色农业增产增收。

2.建设内容

（1）建立高山特色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体系。一是建

设气候优势农业气象监测系统。部设农田环境综合监测站，开展

空气温湿度、太阳辐射、土壤温湿度、风速风向、生长状况等作

物生长环境要素监测；二是建设卫星、无人机遥感监测业务系统，

对高山气候优势农业开展长势、农业气象灾害动态遥感监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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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高山农业精细化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包括：建设高山特色

农业大数据“一张图”，共享基础信息。建立低温寡照、高温热

害、低温冻害以及雪灾、大风、暴雨、冰雹、干旱等农业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业务，实现提前 24-72 小时预警。建设高山特色农业

气象 APP、微信公众号、服务插件，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提供精细到田块的指导服务。

（2）创建高山气候特色农产品品牌。开展高山特色农业气候

品质监测，并进行动态评价；申报重庆市优质气候农产品品牌，

争创“中国气候好产品”；开展气候品牌宣传推荐服务，利用气

象媒介（电视天气预报、网站、APP、微博微信、抖音等）对优

质产品进行展示展销推介和媒体宣传服务，提升品牌市场知名度

和影响力，促进高山地区农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3）特色农业生产保障气象服务。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高山

特色农业长势监测、年景预报、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专家建议、

产量趋势与上市期预报、产品价格走势等服务，支撑科学管理决

策；针对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做好关键农时农

事预报、蔬菜低温寡照、高温热害和高山茶叶低温冻害、雪灾、

大风、暴雨、冰雹、干旱等灾害监测预警、病虫害防治建议服务，

有效指导农户避灾减灾。

二、山地气候特色生态旅游气象保障示范

1.建设目标

围绕冰雪、避暑、康养、农旅等特色生态气候旅游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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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提供气象支撑服务，助力乡村生态气候优势资源旅游经济价

值转化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有效带动脱贫户就近就业，助力区

域乡村振兴。

2.建设内容

（1）编制特色生态气候旅游规划。开展冰雪、避暑、康养等

生态气候旅游资源精细化普查，生态旅游气候资源及气象灾害风

险区划，编制重点县、重点乡镇、原深度贫困乡镇生态气候旅游

资源普查报告，建立生态旅游气候资源大数据，为乡村避暑、康

养、游客接待规划提供支撑。

（2）建设旅游气象观测站。针对主要景点、客流集中地段、

灾害多发区等，建设旅游气象观测站，开展主要气象要素及实景

实时监测，为气象灾害预警预防、游客疏导、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调度等提供及时决策参考。

（3）研发乡村旅游气象服务、旅游气象风险预警产品。研发

云雾、云海、霞光、彩虹、雪景、雾凇、夜雨、雨露、冰雪、观

星等精细化气象景观预报产品；根据物候、天气条件建立赏花、

采摘等农旅气象预报产品，开发精细化的桃花、油菜花、荷花等

花期（观赏）、红叶观赏、瓜果摘取等预报产品；根据灾害性天

气情况，制作发布旅游气象风险预警等旅游气象服务产品。

（4）因地制宜创建特色生态气候生态旅游品牌。打好乡村“气

候牌”，组织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建设负氧离子监测站点，

开展“中国天然氧吧”指标评估并拍摄宣传片；创建“避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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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或“重庆气候清凉避暑地”“重庆气候养生地”，助力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发展。

（5）建立生态气候旅游大数据服务平台。建立包括旅游交通

线路、景区景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基础接待设施、旅

游气象灾害风险、景区景点运营状态以及气象景观资源、气候养

生资源、物候景观资源的乡村旅游气象大数据气象服务系统，开

发美丽乡村游 APP 和智能服务插件，实现向公众智能推荐生态旅

游服务，提前提供景观预测、农旅预报、康养预报、最佳观赏位

置、最佳观赏路线、最佳观赏时段推荐等功能；打造农旅气象服

务传媒矩阵，借助气象内外的媒体优势资源，建立电视天气预报、

网站、微博微信、抖音等以宣传片、发布会、直播打卡等传播平

台，对乡村旅游重点乡镇、优质气候资源区域、重要景区景点、

优质天气景观观赏点和优质气候品牌进行宣传推介，进一步扩大

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特色产业气象灾害风险调控示范（以渝东北脆李产业为

例）

1.建设目标

针对渝东北脆李产业雨旱灾害防御需要，建立相关灾害监测

预警和智慧调控体系，提升渝东北脆李产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能

力，降低脆李产业因灾受损风险，助力主要脆李产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2.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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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渝东北脆李气象服务体系。联合重庆市农技推广总

站、四川农业大学、当地农业农村委及相关企业、合作社成立工

作专班，建立相关运行管理机制，编制渝东北脆李气象保障服务

实施方案。

（2）建立渝东北脆李气象监测预警体系。一是建立脆李气象

监测体系，在重点乡镇、原深度贫困乡镇的低、中、高不同海拔

脆李种植基地，建设 3 套脆李种植区农田环境综合观测系统，1

套无人机高光谱农情监测系统；建立脆李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业务，

建立脆李产业雨旱灾害预警和气候品质评估业务，实现雨灾、干

旱灾害提前 24-72 小时预警，持续开展脆李气候品质监测评估，

巩固气候品牌；建设脆李生产智慧气象服务系统，建立脆李产业

基础信息“一张图”，完善雨旱灾害监测预警、气候品质评价等

功能，实现脆李全生长周期避灾减灾指导与品质跟踪溯源。

（3）建立脆李产业雨旱灾害风险智慧调控体系。建设脆李精

准调控气象保障示范基地，打造脆李雨旱灾害风险智慧调控体系，

开展脆李雨旱灾害的自动预警和智能避雨、灌溉调控示范，提高

脆李生产避灾增效能力。

（4）开展品质动态监测评估。持续开展脆李气候品质动态评

价，通过气象媒介加强对脆李品牌的深度推介宣传，提升品牌市

场影响力和知名度，巩固“中国气候好产品”品牌。

（5）做好渝东北脆李产业精细化气象服务。为党委政府提

供脆李长势监测、雨旱灾害预警、气候品质评估、关键农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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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等决策气象服务；为种植企业、大户等提供脆李雨旱灾害避

灾减灾指导与品质跟踪溯源等直通式气象服务。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综合处 2023 年 3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