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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气象局与重庆市政府开展第五次部市合作，世界气象组织（WMO）第二区域协会会议在重庆举办，中国

气象局气候资源与经济转化重点开放实验室揭牌运行，第二届川渝气候经济大会、首届气候资源经济转化科技交流大会顺利召开……

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我市气象部门坚持“跳出小气象、做实大气象”，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气

象社会服务现代化，主动把气象工作放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大局中来谋划推进，以实干作答，用实绩交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加速

度”，气象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施工图、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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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月 19日，以“强化数字赋
能，提升防汛能力”为主题的重庆市2023
年防汛能力提升现场会上，由气象部门
牵头建设的“知天·沙坪坝区防汛决策指
挥支撑系统”首次亮相，并在此后的汛期
实战中充分发挥效益，为嘉陵江流域洪
涝和城市内涝防范提供了直观、有效的
研判依据，被市委改革办列为数字重庆

建设的先导示范。
近年来，重庆气象部门始终围绕重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基本建立了
市、区（县）一体化数字气象业务服务体
系。“政务·数字气象”进入数字重庆建设
重大应用“一本账”，融入数字重庆“1361”
整体构架。数字气象业务系统接入市委、
市政府值班室以及20余个市级部门，为数

字重庆建设提供坚实的气象数字底座。
中国气象局将重庆市智慧气象多跨融合
纳入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智慧气象）试
点，按照“三融五跨”要求，气象部门持续
深化监测精密—天枢·智能探测、预报精
准—天资·智能预报、服务精细—知天·智
慧服务、第一道防线—御天·智慧防灾系
统建设。同时，綦江中小流域灾害防御气
象保障示范、气象探测设施统筹集约规划
行业管理制度以及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
示范等多项试点工作正在统筹稳步推进。

随着越来越多的智慧型、创新型气象
应用场景和机制投入使用，重庆市气象监
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水平持续提
升，气象科技人才和科创成果不断涌现。
市气象局印发了《重庆气象人才发展规

划》，新增入选新时代气象高层次科技创
新人才计划4人、达到10人，与江西省气
象局联合组建中国气象局气候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研究青年创新团队。2023年，全
市气象部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50篇，其中
SCI 13篇，获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部
级19项，省部级科技奖1项，授权发明专
利4项，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优秀成果转
化奖1项，1人进入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
揭榜攻坚半决赛。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气象科技创新
中心正按照“一院二装置三实验室四创新
平台”总体布局建设，未来，将有更多智慧
气象成果融入数字重庆建设，助力“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建设，更聪明、更轻盈的
智慧气象将长成庇护百姓的一方绿荫。

近年来，随着气象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不断提升和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防灾减
灾联动机制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预警先
行、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在重
庆已逐步形成，灾害性天气预报逐步向气
象风险预警转变。

“1131620”递进式预报预警业务体系
和直达基层应急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
应”机制，实现气象有预警，党政、部门和
镇街必响应。2023年气象预报预警有效
服务重庆31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防范应对
和35个区县70223人转移，预警信息覆盖
4.75亿人次，在强降水天气过程较常年增
加72%的情况下，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
失分别下降54.5%、5.9%。

2023年5月7日，暴雨致使奉节县竹

园镇枫香坪50立方米的砂岩垮塌，瞬间
掩埋8间房屋，因预警信息发布及时，6户
13名群众被提前转移幸免于难；9月27
日，该县长九路五指峰发生大规模崩塌，
当地再次根据气象预警提前紧急转移5
户24人。

抓好三峡库区危岩地灾防治工作，事
关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长江沿线，
重庆已构建由国家地面站、气象观测站、
天气雷达等组成的地空天三位一体的综
合气象观测系统。气象部门会同规资部
门建成103套危岩气象观测站，同时努力
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规资、交通、应急、水
利、民航等部门5586个行业气象观测站数
据共享，以实际行动确保三峡库区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聚焦防灾减灾 气象保障不断深化

2023年，全市气象部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
正风、以学促干，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促进基层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全年开展专题研讨326次，确定调查研究选题
145个、形成转化运用成果600项，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28个，检视整改突出问题488个，形成制度成果164
项。重庆市气象局在中国气象局2023年综合考评中
排名全国第2，连续六年获评优秀，创历史最佳。气象
高质量发展报告和创新实践典型案例均获评中国气
象局“特别优秀”。8个单位、15名个人获省部级表扬
表彰。

2024年，是落实第五次部市合作联席会议部署的
开局之年，重庆气象部门将唯实争先、拼搏奋进，涵养
奋进者的姿态和创造性的张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出实
招、求实效、见真章，为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更加壮美的
气象篇章，为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磅礴的巴
渝力量。

蒲希 图片由市气象局提供

奋力跑出新重庆气象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集聚创新资源 科技人才快速成长

强化气象赋能 融入发展多点开花

川渝两地共处长江上游，地理同域、
山水相连，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少不了气象助力。2023年，两地气
象部门强化合作，召开川渝气象第三次合
作联席会议、川渝气候经济发展大会，川
渝气象观测站网规划、站点数据和智能网
格预报产品全面对接，28名优秀人才互派
交流。

近年来川渝地区成功培育创建了39
个“中国天然氧吧”、21个“中国气候宜居
城市（县）”、6个“避暑旅游目的地”、7个

“气候好产品”、38个“巴蜀气候生态品
牌”、15个“巴蜀气候好产品”，以及城口·
中国生态气候明珠、黔江·中国清新清凉
峡谷城、酉阳·中国气候旅游县，推动持续
释放生态红利，拓宽了地方绿色经济发展
路径。

2023年10月18日，重庆市气象局联
合应急、公安、交通、铁路、海事、空管、邮
政等7个市级部门印发《重庆市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气象保障行动方案》，围绕西
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等重庆出海出境大通道，共同做好沿线天
气预报预警服务和“铁公水空”多式联运
气象保障。

与此同时，现代化都市区能源保供、
交通保畅、城市运行、旅游出行等大城市
气象服务保障正在全力推进。“蓝天行动”
人工增雨作业助力重庆2023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325天。《2022年中国天然氧
吧绿皮书》显示，巫山、铜梁品牌经济效益
指数排名全国第1和第2，综合效益指数
排名铜梁全国第3。

面向广袤乡村，18个智慧气象为农服
务项目纳入区县乡村振兴项目库，建成万
州柑橘、江津花椒、巫山脆李等3个市级特
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云阳红橙、三峡阳
菊、武隆高山茶、和顺糯玉米获评市级优
质气候农产品。近年来，市气象局选派30
余人次驻村帮扶。

——我市2023年气象事业发展综述

奉节干沟子危岩气象观测站

中国气象局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召开第五次部市合作联席会

西部（重庆）科学城气象科技创新中心概念图

数字气象——知天·智慧服务系统
知天·沙坪坝区防汛决策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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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获评巫溪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市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县）”）”

坚持强根铸魂 党建引领发展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