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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气象高质量发展试点任务分解表
注：排序第一的为牵头单位

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一）建立

多源气象

数据汇聚

的标准体

系

任务1.夯

实数字气

象底座

将气象数据与行业、地理信息数据等进行统一处理，

构成气象数据“一张图”，描绘城市“气象画像”。

市气象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数据

管理局等

提高数据共享、加工、挖掘分析等能力，为多维气象

数据分析、精准气象预报、普惠气象服务等提供云计

算和大数据支撑。

市气象局

探索构建统一的气象数据标准和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推进行业数据对等交换、社会化气象观测数据和科研

项目数据汇交。

市气象局、市

数据管理局等

任务2.推

进气象数

据要素市

场化改革

全面推进气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开展全市范围内

气象数据全流程路径探索，实现行政事业性数据资产

使用形成收入。

市气象局、市

数据管理局、

市财政局

将气象数据接入“福云”平台，推动气象数据有效开

放、安全流转。加强省市联动和互动，迭代升级“气

象精灵”数字气象平台，提高气象预报产品制作的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

市气象局、市

数据管理局

（二）构建

与气象新

质生产力

发展相适

应的数字

气象科技

创新体系

任务3.深

化数字气

象业务改

革

推进数字预报岗建设，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探索气象

预报员数字化转型。
市气象局

依托新一代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大模型，加强指导产

品的本地化释用和评估。开展算法二次开发和特色服

务技术研发，在预报精度上向公里级、百米级和三维

空间拓展，内容上向确定和概率并重推进。

市气象局

发展多源探测资料融合的极端天气识别和预报技术，

提高极端天气气象风险预报预警能力。
市气象局

任务4.强

化人工智

能、数字

孪生新技

术应用

充分利用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建立历史气象灾害

事件库，发展基于多种机器学习的滚动建模和智能优

选算法，开发适用于不同保障场景的多要素间协同和

决策结论智能生成技术。

市气象局

开展专项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实现人工智能在交通、

农业等不同场景的服务应用，形成气象服务需求智能
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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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感知、服务定制供给能力。

任务5.打

造气象科

技创新联

合攻坚体

系

主动融入全国气象新型研发平台体系，推进福州市智

慧气象行业技术创新中心入驻海峡数字气象创新研

发基地。

市气象局

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攻

关，形成协同高效的气象科技攻坚组织体系。

市气象局、市

科技局

将气象科学研究纳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方

向。

市科技局、市

气象局

搭建数字气象数据众创平台，探索气象数据开发孵化

模式，积极培育气象数据开发服务商，培育气象数据

产业。

市气象局、市

数据管理局

（三）聚焦

大城市安

全运行，打

造智慧气

象赋能的

防灾减灾

治理体系

任务6.筑

牢气象防

灾减灾第

一道防线

强化气象与市直相关部门的联防联动，完善以气象预

警为先导的“1262”精细化城乡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

制。

市气象局、市

公安局、市应

急管理局、市

水利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交通

局、市联排联

调中心等

以灾害性天气为重点，会同通信管理部门及三大运营

商建立预警短信发送机制，实现面向网格人员、特定

人群的高级别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叫应和精准靶向发

布。

市气象局、市

应急管理局、

市通管办、中

国电信福州分

公司、中国移

动 福 州 分 公

司、中国联通

福州分公司

凝练总结重大活动保障服务经验，建立覆盖重大活动

全流程的气象服务标准及规范。
市气象局

聚焦城市交通、城市暴雨积涝、低空经济等行业管理

部门和企业，探索形成行业气象服务规范。

市气象局、市

公安局、市交

通局、市住建

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海洋

与渔业局、福

州地方海事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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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发挥市县串珠式数字气象科普研学基地资源，推动气

象研学纳入社会化科普大局，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

市气象局、市

科协

任务7.拓

展气象服

务数字化

场景

实施“气象数据要素×”行动，支持多部门数据与气

象数据融合应用，推进灾害性天气预报向影响预报和

风险预警延伸。

市气象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农

业农村局

发展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预报和预判技术，深化动态化

场景库，提升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的智能化

和协同化水平。

市气象局、市

联排联调中心

建设涵盖“海—陆—空—铁”的立体交通运行管控场

景库，开展分灾种、分路段、分场景的立体交通气象

灾害风险预报服务，提升恶劣天气预警应急调度速

度。

市气象局、市

交通局、福州

地铁集团、福

州空管局、福

州地方海事局

融合城市暴雨积涝、交通、文旅等多场景、精细化三

维风险地图产品，打造气象插件嵌入滨海新城“规建

管”一体化平台。

福州新区智慧

城市管理运营

服务中心，市

气象局、市文

旅局、市联排

联调中心等

（四）完善

气象高质

量发展支

撑保障体

系

任务8.优

化数字人

才发展环

境

开展数字气象行业人才育、引、留、用等行动，形成

数字气象行业人才集聚效应。聚焦数字气象方向，加

强气象行业人才创新团队建设，大力培养熟练掌握新

质生产力工具的应用型人才。

市气象局、市

人社局

支持气象行业人才纳入市、县人才工程，鼓励支持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报各项高校毕业生落地

奖励补助。

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市

气象局

探索两岸气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落实政策吸引台

湾硕士、博士进驻，针对海峡区域气象灾害开展联

合研究。

市气象局、市

人社局、市委

台办

任务9.健

全气象灾

害防御组

织管理机

制

优化未设气象机构的区级气象管理机制，完善市、县

（市）区、镇（街）三级协同联动的气象灾害防御架

构。

市 应 急 管 理

局、市气象局，

鼓楼区、台江

区、仓山区政

府、高新区管

委会



— 4 —

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出台《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动态管理

重点单位名录清单及服务要点，强化对气象灾害防御

重点单位的服务与管理，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市气象局、市

应急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