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6-4354 (2013)02-0047-03

气象科普多元化传播平台

王晓玲
(陕西省气象学会,西安 710014)

摘 要:通过对气象科普多元化传播平台分析讨论,表明: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设施齐全,可以对

一些科学现象进行演示、模拟,科普传播效果较好;电视传播,生动形象,实效性强,受众面广;

互联网以数字化、适时性和交互式传递的独特优势,是年青一代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科普展板在大型广场传播中,能够渲染现场气氛,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手机短信、

电子显示屏,可以确保在第一时间将气象预警信息传递给目标公众;网络和微博最受年轻公众喜

爱,公众参与度高,互动性强,二次传播效果好。气象科普传播方式,各有其长,根据不同主题、

受众对象,结合传播方式的特点,优势互补,达到信息覆盖最大化,传播效果最大化,公众满意

度最大化的立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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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重点人群,开展经常性、社会化的科普

活动,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是科普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调动社会力量,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以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为重点,让气象科学

知识和公共气象服务走进百姓生活、生产之中,

减轻和避免气象灾害的影响和损失,是气象事业

科学发展和实现气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

志。随着传播技术迅速发展,气象科普形式也呈

现出多元化特点,不同传播形式自身的特点使气

象科普立体化传播成为可能。

1 气象科普多元化传播平台

  科普活动是一种传播活动,科学技术知识

离开传播途径,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

作用,不能为广大公众所掌握,也就不能使科

学技术本身在传播过程中被吸收、利用、扩展

和创新,科学技术也就失去生存的基础和发展

的条件。气象科普是把气象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以及融化于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通

过多种方法、多种途径传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使公众理解、应用。气象科普传播手段随着传

媒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传统的大众媒介和新型

的电子技术在气象科普传播中相互补充,形成

立体、多元化气象科普平台。

1.1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以气象台站及其业务

为依托,以气象科普场馆为载体,以天气、气候、

气候变化、气候系统监测预测及应用为主要内容,

承载着对公众进行气象科普宣传、开展科普活动、

实施科普教育的重要任务,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每年 “3·23世界气象日”、 “防灾减灾日”、 “全
国科普日”等重大科普节点,结合宣传主题,还

将举办各种专题活动。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各种设

施相对齐全,常见天气现象形成过程、气象灾害、

常用气象防御措施都有模拟演示,使参观者有身

临其境的感受,直观的认识,科普传播效果较好。

但由于气象科普教育基地投资相对较大,存在建

馆、维护等费用,资源有限,不能满足人们对气

象科普的需求。

1.2 气象科普展板

气象科普展板一直以来都是气象科普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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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载体。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及

时、有的放矢地选择宣传主题,将需要传递的科

普知识以图文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大型广场咨询

宣传中,展板能很好地营造传播现场的气氛。但

其承载的信息量有限,其数量、存在空间、接触

群体都受到很大限制。

1.3 气象科普宣传册

宣传册一直都是气象科普传播的重要工具,

根据宣传主题,将传递的信息印刷成册。其优点

是主题性强,可进行较为深入、广泛的科普宣传,

信息量可根据需要确定,印刷精美,吸引公众,

信息便于保存,二次传播效果较好。但其时效性

相对较差,传播效果受到受众文化程度的限制。

1.4 气象影视

电视是大众传播的核心媒介,它既作用于人

的听觉,又作用于人的视觉,是一种较全面的传

播方式。在气象科普传播中,利用电视生动、传

神、直观、迅速,图、文、声、色相结合,真实

感强的特点,对突发天气过程,如暴雨、干旱、

冰冻等天气现象进行解释,对社会关注的与气象

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如气溶胶、温室气体等从

科学角度进行宣传,对引导公众正确利用气象信

息防灾避害,是最佳媒体选择。其次电视传播覆

盖面广、影响大、时效性强,受众不受地域、文

化程度、年龄限制。电视传播的不足之处在于传

播内容稍纵即逝,播出时间受限,制作成本高。

1.5 互联网

国际互联网不仅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

播媒体的一般特性,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

适时性和交互式传递的独特优势。流动在互联网

上的信息具有丰实、多样、及时、全球、自由、

交互的特点。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

息的习惯,特别是年轻一代,上网成为他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气象科普传播来说,

逐步地纳入互联网传输是一种必然。目前,国内

很多省市都开发了气象科普网站,建立了数字气

象科普馆。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微博,由于其

极强的时效性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性而正成为气象

科普宣传的新宠,从中国气象局到各省市气象局

都建立自己的微博,拥有大量的微博粉丝。

1.6 手机、电子显示屏

目前,中国1.3亿的手机用户拥有量可以确

保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目标公众;不仅在人口

相对集中的地方,而且深入到农村的电子显示屏,

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传递内容,对地域性强的科

普宣传很适合,但由于二者传播内容数量有限,

只能成为气象科普标题新闻的传播工具。

1.7 音像制品

音像制品是利用电子录制设备对声音和图像

的保留,可反复播放。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

会每年组织拍摄一批高水平的气象科普影视作品,

各级气象影视制作中心也结合气象热点制作气象

科普音像作品,2012年陕西省气象学会与陕西省

气象影视新闻中心联合气候、防雷、人影、遥感

等气象科普专家,针对陕西气候特点拍摄了18期

“气象惠农电视科普讲座”,并在 “科技之春”宣

传月期间在中国气象频道播出,从传统的气象防

灾减灾常识科普转向普及气象科学技术知识及其

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国家安全、

可持续发展等中的重要作用,使气象科普更具活

力,更加贴近国家需求、社会需要和公众生活。

2 多元化传播手段,使气象科普宣传立体化

多元化的传播手段为气象科普宣传提供了充

足的选择空间,气象科普活动不仅可利用传统的

科普展板、科普宣传材料,还可以利用网络、手

机短 (彩)信等。世界气象日是气象科普重要专

题活动之一,以往世界气象日,一般是免费开放

气象科普基地,组织专题座谈会,选择某个社区

开展宣传,这种形式目标公众明确,可以与公众

面对面交流,信息反馈度好,但参与的公众有限。

2012年的世界气象日,陕西省气象学会不仅采用

传统的座谈会,开放科普基地形式,还录制了

“气象科普惠民”系列电视讲座,在中国气象频道

播放,利用陕西省3472块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

标题新闻,利用手机短信向200万用户发送世界

气象日主题,利用微博发布相关信息并与公众互

动。多元化的传播手段,使得2012年陕西的世界

气象日科普专题活动立体化,在时空上产生共振,

得到社会的共鸣,延伸了科普传播范围,增强了

公众参与度,放大了科普效应,收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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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气象部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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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陕西省气象局围绕我国气象事业奋

斗目标和省委、省政府加快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构思,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认真贯彻人才

发展指导方针,落实中国气象局 《关于加强气象

人才体系建设的意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

科学的人才观,把实施人才强局战略,加强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优秀拔尖的科技人才,

作为关系到陕西省气象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非

常紧迫的大事来抓。完善政策,优化结构,创新

机制,积极改进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方式,

人才工作成效显著。本文总结陕西气象部门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主要经验和做法、取得的成效、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主要经验和做法

1.1 不断完善人才政策和工作机制

①针对陕西省气象部门人才队伍状况及气象

事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研究制定人才政策,

下发 《陕西省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人才体

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新时期培养选拔 “三五人

才工程”人选的实施意见》、《陕西省气象局优秀

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选拔办法》、《陕西省气象部门

市、县气象局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和 《关于实

施 “火车头计划”的意见》等文件,出台 《陕西

省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和 《陕西省气象局

“火车头计划”创新团队管理办法 (试行)》。②成

立人才领导工作小组,局长、党组书记亲自分管

人事人才工作,经常研究人才工作。③专门召开

全省气象部门人事人才工作会议,分析研究全省

气象部门人事人才工作取得的经验、成效及存在

的问题,针对全省气象部门人才队伍状况及气象

事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提出人才工作目标

和具体措施,增强各级领导对人事人才培养工作

的认识,用改革创新的思维、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不断更新人才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措施,促进

人才工作取得实效。④将人才工作任务分解细化

到各设区市气象局、省局直属各单位的年度目标

考核,强化督促、检查和考核管理工作。

1.2 不断改进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方式

①有效盘活人才技术资源。围绕防灾减灾和

应对气候变化对人才需求,以 “南北互动计划”

为载体,推进干部上下、内外挂职,技术人员上

下交流,技术小分队下基层,市县技术带头人选

拔等工作,形成了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

工作机制,有效盘活了部门人才和技术资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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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传播技术迅速发展,气象科普形式呈现

出多元化特点,不同传播形式自身的特点使气象

科普立体化传播成为可能,气象科普宣传应根据

不同主题、不同受众对象,结合媒体的特点,优

势互补,达到信息覆盖最大化,传播效果最大化,

公众满意度最大化,让气象科普搭起气象科学与

公众的桥梁,推进气象科普社会化进程,增强公

众应用气象信息的能力,促进气象事业更好地服

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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