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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大、气候复杂多变的国家，每年都

有不同程度的灾害性的天气发生。气象工作是我们同自然灾

害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各地区和各部门必须善于掌握，

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几年以来，我国气象事业有了很大的

发展。气象台、站已经从解放初期的七十二个发展到一九五

八年的二千七百五十五个；绝大部分省和专区建立了气象台

，各县建立了气象（候）站，各级气象管理机构也基本上建

立起来了。各种专业性（如农业气象、航空气象、海洋水文

气象等）的气象服务机构，也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气象预

报的准确率也在不断提高。这样，不仅对于保证战胜自然灾

害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也为气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

基础。 但是，目前气象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是

：有些地区、部门和生产建设单位对气象工作的作用认识不

足，不善于掌握和运用气象工作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某些气

象工作人员为生产建设、 为群众服务的观念还不够强；气象

预报的准确程度还不能满足需要；气象部门为生产建设服务

的组织工作还有缺陷，同生产建设部门的联系也不够密切。

这样， 就使某些地区遭受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灾

害和损失。为了加强气象工作，提高气象工作的服务质量， 

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特作如下通知：（一） 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气象工作

的领导。各级人民委员会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也要对气象



工作进行适当安排，使气象工作紧密地为生产建设服务。应

当指派适当人员经常督促检查气象部门的工作， 加强对气象

工作人员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对边远地区、高

山和海岛的气象台、站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安全等方面，应当

给以必要的照顾。专区和县级的气象管理机构还不健全的，

应当逐步健全起来。（二） 气象部门应当不断地改进气象预

报方法和提高气象预报质量。应当加强对天气演变规律的研

究，加强中期和长期预报工作，力求气象预报和警报准确及

时。气象预报应当实事求是，即要反对麻痹大意、不负责任

的态度，又要防止由于怕负责任而有意夸大的倾向。气象预

报的传递工作必须搞好，灾害性的天气警报必须以最快的方

法通知生产建设部门。为了提高气象预报质量，还必须解决

当前由于气象台、站的迅速增加而引起的气象技术干部不能

满足需要的矛盾。除了气象部门根据目前条件采取有效措施

在工作中培训干部并提高工作质量外，有关的教育部门还应

当加强对气象技术干部，特别是中、高级气象技术干部的培

养和训练。（三） 气象部门和生产建设部门应当密切联系，

加强协作。生产建设部门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向气

象部门提出具体要求；气象部门应当积极地向生产建设部门

提供气象情报、气象资料和气象预报，并做好为生产建设服

务的组织工作。对于灾害性的天气变化 ， 生产建设部门应当

与气象部门共同研究，加强预防措施。由于天气的变化有大

范围的 ，也有局部地区的，有时不仅一省之内天气变化不同

， 甚至一县之内也有差异，因此各地区、各部门在布置预防

工作时必须注意把气象台大范围的天气预报同有关县的补充

预报结合起来，以便采取正确的具体措施。（四） 各级气象



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加强气象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方式要多种多样，宣传内容应力求通俗易懂，在干部

和群众中逐步普及气象科学知识，使干部和群众了解气象工

作同安全生产的关系、气象工作的特点，经常收听气象预报

和懂得运用气象预报来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在宣传中，还

应当使干部和群众了解，在我国当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气

象预报还难以完全准确，必须有应付天气突然变化的必要准

备，以免遭受意外的损失。（五） 制造气象仪器的工业部门

应当抓紧气象仪器的生产和新气象仪器的设计和试制工作。

第一机械工业部和有关省市应当加强对气象仪器制造的领导

，帮助生产单位解决原料、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困难，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并且应当组识技术力量着手进行目前急

需的高空探测仪器（如雷达）的设计和试制工作，以适应气

象和航空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