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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气象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编制说明

按照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气象局关于“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的部署，黑龙江省气象局认真组织开展《黑龙江

省气象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

工作，目前已形成《规划》（送审稿），编制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编制基本情况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气象事业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科学编制《黑龙江省气

象发展“十四五”规划》，是指导黑龙江省气象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对服务保障国家“五大安全”任务和“六个强

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未来五年黑龙江省气象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对我省气象事业在“十四五”时期完成

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编制依据

1.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视察黑龙江重

要讲话精神。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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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气象有关法律法规。

4.《气象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全国气象发展“十四五”

规划》、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十四五”有关专项规划。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主要过程

《规划》起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划前期准备与预研阶段(2020-2021 年)。

2020 年 4 月，成立了由省气象局局长潘进军担任组长、副局

长那济海担任副组长、省气象局各相关职能处室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规划编写组，由省气象局计划财务

处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编写组开展了对《黑龙江省气象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执行情况的分析评估，并围绕“十

三五”规划编制的背景和发展目标等开展了分析和预研究工

作。2020 年 7 月，省局与省发改委举行座谈，双方就“十四

五”气象发展规划编制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2020 年 10 月，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全省统一规划体系的工作方

案》，我省“十四五”气象事业规划被明确列为省级“十四

五”规划体系目录清单中省重点专项规划社会民生类第 164

项。2020 年 11 月，前往山西省气象局、湖南省气象局开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调研，了解兄弟省份在气象发展“十

四五”规划工作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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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规划文本编写阶段(2020 年 11 月-2021 年 9

月)。在前期准备与预研究工作基础上，经过讨论，2020 年

11 月，省局计财处组织来自相关内设机构、直属单位共计

19 名专家，开展为期一周的我省“十四五”气象发展规划集

中式编制，按传统规划体例编制了规划《初稿》，并于 12 月

在全省气象局长研讨会上展开了研讨。2020 年 12 月，开展

“十四五”气象发展规划专家咨询工作，商请中国局规划处

二室组织气象预报、观测、灾防、气候变化、财务等 9 位专

业的气象专家，为我省“十四五”规划处提出修改意见建议。

制作了《我为龙江“十四五”气象发展献言献策》的 H5 广

泛征求公众意见。征求了 29 条意见建议，采纳 16 条。编写

组一方面听取专家、公众等多方建议意见，逐步完善和修改

规划，另一方面积极将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与领

导小组围绕龙江气象“总体先进不落后、部分求强有特色”

的发展定位精炼和完善规划，先后 12 易其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和论证阶段(2021 年 8-10 月)。规

划文本于 2021 年 8 月份完成。为广泛听取各方面对规划的

意见，省气象局先在省气象部门内部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

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进一步征求了 21 个省直相关厅局的

意见，收集反馈意见 21 条，采纳 10 条，通过不同方式体现

在规划《论证稿》中。2021 年 9 月 29 日，邀请中国气象局、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单位的 9 名专家对《规划》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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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专家从总体评价、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等方面对《规

划》进行了论证，认为《规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内容

全面，符合省级专项规划要求，一致同意《规划》通过论证。

二、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分五大章节。

第一章节从现代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初步建成，综合防灾

减灾能力显著提升；现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基本建成，

气象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气象科技创新和人才体系基本建

成，融合创新发展取得突破；现代气象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气象高质量发展环境更加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

强五个方面介绍了“十三五”时期气象事业进展与成效。分

析了黑龙江省“十四五”时期气象发展面临新 机遇与挑战、

差距与不足。

第二章节提出了“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气象发展的指

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人民、坚持科技立业创新驱动、

坚持系统观念协调发展、坚持深化改革依法管理、坚持开放

合作融入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及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

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有新突破、围绕龙江重大战略需求的现代

气象服务体系有新提升、提升龙江气象基础能力的现代气象

业务体系有新进展、保障龙江气象有序发展的现代气象管理

体系有新改善的发展目标。

第三章节阐述了“十四五”时期黑龙江气象发展的五项

重点任务。一是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气象科技创

新体系。主要从加强研究型业务建设，强化气象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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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气象科技创新，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两方面阐述。二

是围绕龙江重大战略需求，构建现代气象服务体系。主要从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提

升智慧农业及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提升生态文明气象服务

能力，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为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气象保障 ；提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气象保

障能力；提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气象服务能力六个方面阐

述。三是提升龙江气象基础能力，构建现代气象业务体系。

主要从构建立体化、广覆盖、智能化的气象观测业务体系；

构建精准智能的气象预报预测预警业务体系；构建集约化、

智能化的气象大数据支撑体系；构建安全规范、科学高效的

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体系四方面阐述。四是推动龙江气象有序

发展，构建现代气象管理体系。主要从加强法规标准制度建

设 ；加强气象文化和科普能力建设；推进农垦森工等行业气

象台站协同发展三方面阐述。五是构建开放合作的龙江气象

新发展格局 。主要从强化部门内部合作；强化部门间协作；

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三方面阐述。

第四章节围绕主要任务规划了六项重点工程。一是气象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工程。涵盖气象灾害精密监测系统；气象

灾害精准预报能力提升系统；防范气象防灾减灾综合风险；

“气象+”服务能力建设四个方面的工程内容。二是智慧气

象保障粮食安全工程。涵盖了建设智慧气象大数据支撑平台；

智慧气象保障粮食安全业务和服务系统两方面工程内容。三

是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工程。涵盖建设完善气候和生态观



6

测系统；生态遥感数据综合应用系统；应对气候变化气象支

撑系统建设三方面工程内容。四是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提升工

程 。涵盖建设大兴安岭森林防火和生态修复人工影响天气示

范基地；建设国家人工影响天气飞机运行保障平台；建设农

区人工防雹作业试验区三方面工程内容。五是东北卫星气象

数据中心建设工程。六是基层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第五章节是围绕规划目标的实现，从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财政保障、加强气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监督检查四个方

面阐述了保障措施。

三、意见征求情况

我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广泛征求和吸纳意见编制原则，力求在“十四五”期间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气象保障服务。

2020 年 12 月初，制作了《我为龙江“十四五”气象发

展献言献策》的 H5，在网上广泛征求全省气象部门及社会公

众意见。征求了 29 条意见建议，采纳 16 条。

2021 年 6 月 21 日向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应急管理

厅、省水利厅等 21 家委办局通过正式公文形式，征求关于

我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意见。收回反馈意见 21 份。

修改建议共计 21 条。 经与专家沟通研讨，采纳 10 条。

四、规划衔接情况

我局积极与省委省政府沟通，抓住“十四五”发展机遇，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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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战略定位，围绕监测精密、预

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战略任务，将我省气象发挥防灾减灾第

一道防线作用和服务“五大安全”“六个强省”战略的作用

积极融入省级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

认可与支持，气象工作及相关内容恰当融入《黑龙江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黑龙江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20—2030 年）》、

《黑龙江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 年）》并已

完成印发。

五、规划论证情况

2021 年 9 月 29 日，黑龙江省气象局在通过电子公文形

式开展了《黑龙江省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专家论证。

论证专家认为，《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

中国气象局和黑龙江省“十四五”规划工作总体部署，牢牢

把握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战略定位，科学系统谋划“十四五”气象发展，建

设“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气象现代化体系，

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规

划》提出的“十四五”时期气象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符合

气象事业发展要求，且具有较强的黑龙江特色；提出的重点

工程和保障措施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强。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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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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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规划征求意见处理情况表

序号 部门/专家 意见 采纳及修改情况 未采纳理由 备注

1
中国气象局

程磊

一、《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全国气象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黑龙江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编制，牢牢把握

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战略定位，科学系

统谋划“十四五”气象发展，建设“监测

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气象现代化

体系，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对

服务保障国家“五大安全”任务和龙江“六

个强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十四五”

期间黑龙江省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纲领，对助力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黑龙

江省气象事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是推进“十四五”

期间气象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气象高质量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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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依据。

三、《规划》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内容

全面、任务明确，符合中国气象局和黑龙

江省委省政府对黑龙江省气象事业发展的

总体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专家组一致同意《规划》通过论证。建议

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按程序报批实施。

2
中国气象局

任振和

意见: 1. 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省

作出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为根本遵

循，对标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坚持

“总体先进不落后、部分求强有特色”发

展定位，对服务保障国家“五大安全”任

务和“六个强省”战略意义重大。2.《规

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保

障有力，同意该规划通过专家论证。3.建

议进一步加强同中国气象局相关专项规划

特别是综合观测规划的衔接，尽快启动同

地方发改委联合印发程序，同时启动项目

设计工作，确保重点工程落地实施。

采纳

3
省发改委

张斯雯

一、建议做好与中国气象局《全国气象发

展“十四五”规划》的衔接工作，全面、

准确、细致承接涉及黑龙江省的相关工作

任务、工作举措和支持政策。《全国气象

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没有明确建设实

施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议不要列入《规划》

内。二、因我省财力有限，难以拿出资金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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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相关项目建设，建议发挥中直部门优

势，积极争取气象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

资金，争取国家加大黑龙江省支持力度，

推进《规划》中工程项目建设。《规划》

中省市县对项目没有明确支持的，建议不

要列入《规划》内。三、建议做好与《黑

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衔

接工作，细化延伸规划《纲要》中农业、

防灾减灾气象服务的相关内容。

4 省财政厅 无意见 采纳

5
省水利厅

朱允龙

该规划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适

合“十四五”时期气象发展新形势，符合

龙江实际，原则上同意通过。
采纳

6
省林业和草原局

苏盛刚

《黑龙江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内

容完整思路清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

密结合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出的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重点工程符合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方向,保障措施有力。

《黑龙江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前腾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对黑龙江未来五年气象事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引领作用

采纳

7 省生态环境厅
综合意见:《黑龙江省气象发展“十四五”

规划》紧密结合我省行业未来发展需求，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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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内容、结构完整，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明

确，主要任务安排符合实际，保障措施可

行，可操作性、前瞻性较强，可为我省“十

四五”气象发展提供依据。具体意见:气象

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在大气、黑土地、生

态监测等领域交叉较多，建议在保障措施

方面，强化完善气象部门与生态环境等相

关部门在专业规划上的联动合作，实现取

长补短、优势互补、协调共进的目的。

8
省农业农村厅

李爽

1.第一章环境发展(一)现代公共气象服务

体系初步建成，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

升。第六行:构建了人工影响天气安全“六

大体系”为黑龙江省农业生产 17 连丰、连

续 10 年保持全国总产量第一作出突出贡

献。建议修改成:构建了人工影响天气安全

“六大体系”为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十七

连丰”、连续 10 年保持全国首位作出突出

贡献。2.第三章重点任务一、助力龙江高

质量发展，构建现代气象科技创新体系。

开展黑土保护气象支撑技术研究。第 2行:

评估其对农业生产潜力的影响，预测未来

气候情景下黑土变化趋势，建议修改成:评

估其对农业生产潜力的影响，预测未来气

候情景下黑土质量和保护利用变化趋势。

3.第三章重点任务一、助力龙江高质量发

展，构建现代气象创新体系(一)里加一点，

第 1和 4项建议

采纳，第 2和 3

项经研究为采纳

第 2项黑土研

究内容不包括

保护利用。第 3

项气象助农部

分在第三章第

二节有单独体

现，本部分不

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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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等生物灾害监测

预警气象支撑技术研究。研究气象条件变

化，如气候变暖及天气系统等极端气候条

件变化对重大病虫疫情发生的影响机制，

评估其对农业安全生产的影响，预测未来

气候情景下，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发生趋

势，探索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控措施，为农

业防灾减灾，保证生物安全、粮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4.第三章重点任务(二)提升智慧农业及粮

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健全智慧农业气象预

报预警评估体系。第 8 行，开展基于作物

的农业气候资源分析、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风险区划及主要农作物气候种植适宜性分

析和区划，建议修改成:开展基于作物的农

业气候资源分析、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

区划及主要农作物气候种植适宜性分析和

区划，完善农作物品种积温区划。

9
省应急厅

王志成

一、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

性事业，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的编制是防范和化解各类自然灾

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的迫切需要，对进

一步提高黑龙江省防灾、减灾、抗灾、救

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二、《规划》依据

充分，程序规范，指导思想正确，目标明

确，建设内容和建设重点任务合理，符合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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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要。三、修改建议: 1.十三五进展

和成效部分，应将“(五)”调整为(一);2.

补充《规划》与《“十四五”国家气象发

展规划(征求意见稿)》《黑龙江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

五年愿景目标纲要》相衔接，与黑龙江省

“十四五”相关发展规划相适应的论述;

3.P14 页，第 14 行的“森林防灭火”改

为“森林草原防灭火”，第 17 行重点行业

中加入“应急管理”，最后一行和 P15 页

第 5行的“评估预估”改为“评估预判”;

4. P27 页，第 10 行“应急预案”改为“应

急气象相应预案”，以和整体应急预案区

分开来。《规划》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适

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同意通过《规划》。

建议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按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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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黑龙江省气象发展规划论证意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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