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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国农村气象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应利用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支撑能力，以稳定支持基础不断促进农村的气
象服务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以此让农村人们不仅可以了
解每天的天气情况也能针对气象信息做好潜在工作。本文主要针
对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气象服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
地应用办法，为促进农村气象服务质量，解决农村气候变化对粮
食生产、水资源、生态、能源等领域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
战，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强化应对农村气象服务体系，为农村
人们提供优质的气象服务支持。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气象服务中应用的重要性分析
（一）促进气象服务多元化，以此服务农业农村建设
在农村气象服务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新农村建设基础上信息技术很好地满足了气象服务多元化
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理念。由于农村各项工作都需要对气象信息进
行掌握，因此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时可以以精准性对气象信息进
行收集与整理，以此为农业建设以及气象服务提供多元化发展。

（二）提高农村气象服务的准确率与服务质量
在利用信息技术针对气象数据进行发布时，可以可视化展示

各类气象数据，将抽象气象信息合理转变为具体图形，提供更加
直接可理解可分析的智慧气象服务；以 3DGIS引擎显示相关气象
信息在三维地图中的准确位置，对观测、预报、行业数据进行可
视化的图形操作，实现“可视、直观、精细、智能”的智慧气象
应用服务，以此不但提高了农村气象服务的准确性与促进了服务
质量，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在农村气象服务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策
（一）建立健全气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在农村气象服务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时，首先应建立健

全完整的气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以此实现对气象信息的有效共
享，从而加大传播效率使农村人们能够以高效、便捷、准确地获
取气象信息。例如可以借助app、网络、电视等媒介实现对气象信
息分区域、分层次的传播效果，以此实现气象信息全面覆盖的传
播目标。并且还可以建立相关的自然灾害等，例如可根据气象信
息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与交通运输、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的信
息共享和数据互换，以此可以快速地发现大风、大雾、暴雨等气
象灾害，帮助人们进行提前预防从而提高综合性服务标准。

（二）利用通信技术满足农村服务需求
由于农村人们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加大，因此气象服务

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时应做到与时俱进。可利用 5G通信技术，使
人们在使用网络时能够全方位、实时地掌握气象信息服务，并且
也为农村人们提供了个性化气象服务体系。例如在农村水稻插秧
期，气象局工作人员可深入田间与农户们进行交流，实地了解气
象服务需求，开展精准的气象服务工作，并以多媒体等通信技术
满足人们对于实时气象信息的服务需求。

（三）不断丰富气象服务模式
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时应不断丰富其气象服务模式，以此为

农村人们展示出更多的气象信息资源。当地气象局在利用信息技
术时应积极探索气象科普新形式，以此形式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模
式，充分满足农村人们对气象科普知识的渴求。并且当地气象局
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将人民满意作为气象服务

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气象服务中的应用分析

1. 胡  萍  1. 甘传辉  2. 黄  云  1. 吴风雨

（1. 江西省南昌县气象局南昌农业气象试验站；2.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气象局）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也被应用在各个领域中。在农村气象服务中为提高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应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改

进目前农村气象服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基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应不断深入到气象服务中，应在国家政策的帮衬内，围绕构建新型气象服务体

系，以加大民主化管理任务为执行方向，拓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为主要目标，以此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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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点，结合气象部门职责，努力探索便民服务方式方法，多手
段提高公共气象服务满意度。例如可以据定位信息向用户推送个
性化精准的智能气象预报，以此更好地使人们做出出行、工作、
耕种等工作计划。

（四）创建实时信息反馈机制，建立防灾减灾系统
为全面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应做好气象服务，筑牢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首先可以将农村人们气象情况进行分析，并
结合实际的气象数据做出精准的预报，以此实现防灾减灾工作的
落实情况。其次可以建立气象灾情收集系统，以此确保可以在第
一时间针对气象情报对灾害进行分析与处理。最后应针加强对当
地重大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农村防灾减灾、基于影响的决策服务
等。当地气象部门应重视对防灾减灾系统的建立，其防灾减灾既
是气象工作的战略重点，也是气象人的初心使命。应持续推进气
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当地
气象部门应积极做好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等效果，积极抓好重大
灾害、重点区域、敏感行业和高风险人群的气象服务。同时将以
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为重点，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系统
性谋划。

（五）利用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加大服务建设
在现代信息技术与通信网络相结合后，不仅为农村提供了气

象服务创新发展，也形成了自动化服务建设。例如自动呼叫、自
动通知、人性化气象、气象工作安排等，以此可以让人们有序开
展各类工作。并且通过气象信息平台可以发布关于恶劣天气的情
况，如暴雨、寒潮、大风等，以此提醒农户做好应对措施，实现
了气象信息进村入户，也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农村气象服务可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应用，从而
有效激发气象科技创新活力指明方向，以此提高气象预警信息传
递能力，确保信息传递准确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气象信息服务
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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