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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风云路，科学技术创新天。改革开
放以来，闽清气象从过去的人工观测到如今现
代化的自动观测，从传统的填图预报到现代的
精细化智能预报，从单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
等播报天气到运用全媒体即时传播天气信息
……闽清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发展
过程中不断彰显出科技和智慧的力量。

9月5日，本报记者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黎义晖一起，采访了县气象局局长欧小健，听
其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闽清依靠科技进步，大
力推进气象现代化，助推闽清气象事业发展的
历程。

欧小健，1964 年出生，闽清金沙人。1978
年考入南昌气象学校，1981年7月参加工作，先
后任县气象局技术员、助工、工程师等职，2003
年时任县气象局副局长，2011年起任县气象局
局长至今。

闽清是个山区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地
形环境错综复杂，山区气候变幻莫测。即使相
邻乡镇，也时有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
景象。特别是每年春夏季节，多梅雨、台风，极
易给全县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作
为地方政府防范气象灾害的“通信员”、“消息
树”，气象部门肩负着为地方政府防灾减灾提
供气象保障，为全县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气象
服务的重要任务。从事气象工作近38年，我对
闽清气象事业发展的每一步可以说历历在目，
也深有感触。

县气象局又叫闽清国家气象观测站，1956
年于坂东镇坂东村成立，当时名为闽清县气候
站，1968年10月迁站于当时比较偏僻的榕院村
乡村小山顶，1971 年 4 月改为闽清县气象站,
1980年9月正式更名为闽清县气象局。随着我
县城市建设和旧城区改造不断深入推进，现气
象观测站周边区域已列入新的发展规划范围，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矛盾
日益突出，2015年时就提出了再次迁建。由于
2016 年闽清遭遇了特大洪灾，项目暂时搁置，
但我们按照时任县长许用贵要求，选址工作并
没有停止。2017年4月，县政府正式向福建省
气象局提出迁建闽清国家气象观测站，所有建
设费用由县政府承担。之后，县长陈忠霖多次
来开会研究讨论，亲自登上南山片区山顶考察
选址情况，最后共同定下了炮台山山顶作为国
家气象观测站新址。新址已于今年8月底动工
建设，斥资近5000万，预计2020年底全部建设

完成。
自1956年建站以来，县气象局几经迁址易

名，经历了60多年的浮沉变迁，也见证了闽清
经济、人们生活由弱到强的转变。我还记得刚
来气象局工作时，生活、工作条件极其艰苦。
到气象站交通不便，从公路到局里只有一条简
易小路，周围是菜园和田地，只能靠走路上去，
地理位置很是偏僻。当时的梅城大桥还没有
建设，要进城没有交通工具，只有乘渡船（枯水
期时走拼搭的木板），近在咫尺的距离在当时
走来也是要大费周折的。当时我们办公的地
方是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既是办公楼也
是宿舍楼，条件非常地简陋。

不仅生活办公条件差，气象仪器设备、气
象探测手段也相当落后。我们曾经是靠一部
收音机收听上级气象台天气广播，然后填在一
张简易天气图上作为我们自己的天气预报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1982年时，
局里才配备了一台天气图传真机，从人工画图
改为了自动打印，当时就觉得很先进了。1986
年时，局里花了两三万元买了一套286计算机，
当时整个气象局都没有一台空调，为了这台计
算机我们还专门配备了一台空调，可以说对它
视若珍宝。80年代末，上级又调配了气象观测
发报专用设备（PC1500计算机），技术上更先进
了，使用也更便捷了，大大减轻了基层天气预
报员、观测员的工作量。

气象观测从人工到逐步实现自动化
改革开放前，气象观测、数据采集基本以

人工为主。观测项目有云、能见度、天气现象、
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雪深、日
照、蒸发、地温等。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数九
寒天，天气越恶劣越要向外冲，不但困难大，而
且效率低。当时气象台执行24小时“三班倒”
转班制，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一班，下午四点
到凌晨1点一班，凌晨1点到早上7点一班。这
种人工操作工作量非常大，不仅要观测，还要
转化成电码形式，编成电文、发出电报等等。
当时我们还肩负着为空军部队和民用航空提
供航空天气（危险天气）报告的重任，但通讯设
备落后，气象数据传输是以气象电码形式编成
报文，通过电信局有线线路进行传输，这就使
我们的航空天气报告时效性有限。

地面观测岗位工作虽辛苦，但发电报时读
起气象电码来感觉很神秘、有趣，也非常充实、
快乐。那时我就在想，如果在室外有个观测设
备，天气恶劣时能自动采集气象数据并传回室
内，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没想到，当年梦
想的事儿如今都成了现实，现在只有“日照”还
需要人工观测，其它已全部实现自动化。很
快，日照观测也将配备自动化仪器，这最后一
个人工观测也将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气象
数据基本实现了自动化采集传输，气象观测数
据可以在电脑上实时调取，对天气的预报也更
加地自动化、精准化。

20世纪90年代末,县级气象现代化建设开
始起步。1999年4月,县气象局AMSⅡ型四要
素自动气象站建成。2000年3月，四要素自动
气象站开始准业务应用替代 05 时人工雨量
报。2003年1月安装CAWS600-B型自动气象
站，观测项目有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
降水、地温等，观测项目全部采用仪器自动采
集、记录，替代了人工观测。2003年5月自动气
象站投入业务双轨试运行并报送A、Z、V、J数

据文件。2004 年 5 月 CAWS600B 型自动气象
站正式投入业务使用。

之后，区域自动气象站开始在全县建设起
来。2007年在金沙、上莲、东桥、坂东建成4个
四要素区域自动站；其中雄江建成1个五要素
自动站；2009 年在下祝、桔林、三溪、云龙、省
璜、池园、白樟、白中建成8个四要素区域气象
站，其中塔庄上汾村建成1个六要素站；从2007
年至今全县共建设35个乡镇区域自动站，其中
六要素3个（塔庄上汾村、塔庄七叠、上莲丰达
农场），五要素2个（梅溪镇、雄江镇），四要素14
个（金沙、上莲、东桥、坂东、下祝、桔林、三溪、
云龙、省璜、池园、白樟、白中、三溪葫芦门、下
祝杉村学校），三要素1个（闽梅状元岭），二要
素 1 个（城关村茶籽岭），单要素 14 个站（官庄
村、际上村、许村、义由村、高洋村、温汤村、汤
下村、街中村、佳头村、福斗村、宝峰村、广峰
村、岭里水库、旗峰村）。至此，我县气象观测
系统较为现代化，自动化水平进一步得到完
善。

气象预报预测水平不断提高
从气象预测时长来说，天气预报分为长

期、中期和短期三种类型。长期天气预报制作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为
适应预报工作发展的需要，气象局进一步贯彻
执行中央气象局提出的“大中小图资群、长中
短相结合”技术原则，建立了一整套长期预报
的特征指标和方法。这主要是运用数理统计
以及常规气象资料图表、天气谚语的规律关系
等方法，分别做出具有本地特点的补充订正预
报，这套预报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天气预报主要是通
过传真接收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的旬(月)天
气预报，再结合分析本地气象资料、短期天气
形势、天气过程的周期变化等，来制作本地一
旬的天气过程趋势预报。

短期天气预报开始于建站之初，1958 年6
月，县站开始作补充天气预报。20世纪80年代
初期，当时上级业务部门非常重视基层的业务
基本建设，要求每个台站的基本资料、基本图
表、基本档案和基本方法(即四基本)必须达
标。县气象局根据预报需要抄录整理多种资

料、绘制简易天气图等基本图表。2009年时我
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天气预报可视会商系
统，每天与上级气象台进行中短期天气可视会
商，大大提高了中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如
今，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了85%以上。

气象服务方式和种类更加丰富多样
我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由于地形地

貌和生态环境的不同，一年四季气候差异明
显，灾害性天气频发，尤以暴雨、台风、冰雹、雷
电为甚。县气象局坚持以经济社会需求为牵
引，把决策气象服务、公众气象服务、专业气象
服务和气象科技服务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来，气象服务方式和内容
更加地丰富。

首先是气象服务方式更加高效。1982年5
月，我们正式开始天气图传真接收工作，主要
接收北京的气象传真和日本的传真图表，利用
传真图表独立地分析判断天气变化，取得了较
好的预报效果。1987年7月，架设开通甚高频
无线对讲通讯电话，实现与地区气象局直接业
务会商。1989年9月，县政府拨款2.1万元购置
20部无线通讯接收装置，安装到县防汛抗旱办
公室、县农业委员会和各乡镇，建成了气象预
警服务系统。1990年6月，正式使用预警系统
对外开展服务，每天上、下午各广播1次，服务
单位通过预警接收机定时接收气象服务。1994
年7月，县气象局建起了县级业务系统，进行试
运行，此系统于 1996 年 12 月正式开通使用。
1998年9月停收传真图，预报所需资料全部通
过县级业务系统进行网上接收。2000年4月1
日，地面卫星接收小站建成并正式启用。之后
相继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装接收终
端，气象预报服务功能增强。2002 年 11 月,气
象局与县广播电视局协商同意在电视台播放
各乡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电视节目由气象局
制作。2007年12月,电视天气预报制作系统升
级为非线性编辑系统。1997年6月，县气象局
同电信局合作正式开通“121”天气预报自动咨
询 电 话 。 2005 年 1 月 ，“121”电 话 升 位 为

“12121”。2006年4月根据福州市气象局的要
求，全市“12121”答询电话实行集约经营，主服
务器由福州市气象局建设维护。2007年，通过

移动通信网络开通了气象商务短信平台，以手
机短信方式向全县各级领导发送气象信息，有
效提高对突发气象灾害的应对能力，也提高了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发布速度，避免和减轻了
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其次是气象服务种类更加丰富。1985年，
我们开始推行气象有偿专业服务。1986 年 6
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气象局关于开
展气象有偿专业服务报告的通知》，对有偿专
业服务的对象、范围、收费原则和标准等内容
进行了规范。气象有偿专业服务主要是为全
县各乡镇、厂矿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中长期天气
预报和气象资料，一般以旬、年、重要季节天气
预报为主。如今，气象信息专业服务基本通过
电子文档形式传播，并全部无偿服务。另外，
我们也通过短信、微信等全媒体传播天气预测
预警信息，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

气象服务逐步迈向智慧化、精细化
气象与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密不可分，与

群众生产生活更是息息相关。时代在发展，气
象服务也应当与时俱进，这不仅应体现在提升
预报准确率上，还应体现在更加智慧化、精细
化的个性服务上。近年来，随着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建设的稳步推进，与其相结合的智慧气象
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什么是智慧气象？简单地说，智慧气象就
是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建立起的气象观测、预
报、服务、管理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气象发展的
新阶段、新境界、新形态。今年的世界气象日，
就是以“智慧气象”为主题。中国气象局局长
刘雅鸣在世界气象日之际的撰稿，其中一串数
字概括了我国为推进气象现代化、发展智慧气
象打下的基础：9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
实时监测全球天气，190 部天气雷达参与组网
运行，气象观测站乡镇覆盖率达96.5%，气象数
据全部实现实时汇交、质量控制和分发；智能
网格气象预报全国“一张网”，让预报预测更加
精准；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汇集16
个部门 76 类预警信息，公众服务覆盖面超过
90%。

长期的气候变化正在增加极端天气和气
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
不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企业的生产经
营，如果缺乏精细、准确、智能的气象信息服
务，都可能面临猝不及防的未知风险。换句话
说，今天的我们，对“智慧气象”的需求越来越
大了。如果没有大量、及时、准确的气象数据
研报，就没有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出
的一条条“救命”的水情、雨情信息，防汛气象
保障也就无从谈起。为提高气象精准预报和
气象精准服务，我们正在积极推进气象信息系
统集约化建设，建立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为“中枢”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拓展网
站、微信、微博等多种渠道发布气象信息，全力
推进智慧气象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县气象仪器设备、气象观测系统、气象预报
水平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气象防
灾减灾能力显著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断
增强，气象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气象服务信息
覆盖面和时效性有效提升，气象服务效益日益
凸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留
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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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闽清气象事业发展历程回顾

口述◎ 欧小健 整理◎ 吴俊青 黎义晖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宗地编号：2018022；宗地面积：8.9072 公
顷；宗地座落：白中镇白金工业区；出让年限：
50年；容积率：1.4≤且≤3；建筑系数(%)：≥40；
绿化率(%)：10≤且≤20；建筑限高：≤36m；土
地用途：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强度：
2525万元/公顷；保证金：668万元；约定土地条
件：现状净地；起始价：2005万元；加价幅度：1
万元；挂牌开始时间：2018 年 09 月 30 日 08 时
00 分；挂牌截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16 时
00分；备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0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到闽清县梅溪镇
锦绣闽江11幢四楼闽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09月30日至2018
年10月16日到闽清县梅溪镇锦绣闽江11幢四
楼向闽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
10月16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闽清县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将在2018年10月16日17
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闽清
县梅溪镇锦绣闽江11幢四楼闽清县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进行。

挂牌时间:2018022号地块：2018年09月30
日08时00分至2018年10月18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

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
人。该地块建设按《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小微企业创业园的实施意见》执行。

宗地其他具体规划条件及建设要求详见
县住建局函件（梅建规【2018】90号）。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溪镇锦绣闽江11幢四

楼闽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张先生林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62301373
开户单位：闽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及银行帐号：中国农业银行闽清

县支行,13185101040018163；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闽清支行,418275045428；中国工商银行
闽清县支行 1402050129601053806；中国建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闽 清 支 行 ，
35050161690700000345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0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8]020号

闽清气象观测站闽清气象观测站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协议方
式将位于闽清县上莲乡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三峡新
能源闽清发电有限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1、土地位置：闽清县上莲乡；
2、拟出让面积：23248㎡（折34.872亩）；
3、主要规划技术经济指标：
①建筑密度≤10%
②容积率≤0.5
③绿地率≥20%
项目建设在满足上述规划设计条件要求外，还须符合国家、

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
4、交地条件：现状净地；
5、土地用途：公共设施用地；
6、出让年限：五十年；
7、动竣工时间：交地之日起壹年内动工，动工之日起两年内

竣工。
二、出让价款及缴交方式：
该地块土地出让价拟定为470.8万元。三峡新能源闽清发

电有限公司应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分二期（比例各为50%）分
别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90日内支付成交价款。

三、公示期为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9月19日，公示期
满若无异议，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将与三峡新能源闽清发电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出让合同。

四、联系方式：
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系人：张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2 日

闽清上莲风电场项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历史长河漫漫，千年古邑悠悠。闽清
设县1100多年，县治中心的梅城，越过唐、
宋、元、明均未建城设防。也许是特殊地理
位置的使然，梅城数朝一直是城不筑墙，水
不设防。有史记载：“山寇窃发，直入闽清县
治，焚掠无遗”。“邑治陷，知县陈其礼为兵所
执，不屈，男女死者十五人”，无防之城的惨
状，历历在目。梅城历朝历代，以水路交通
主导，中心区一直沿溪谷低洼地带发展。梅
溪时有大水暴泄，闽江洪水顶托，年年洪水
漫入城区。有记载：“明万历已酉秋，洪水骤
发，城郭庐舍荡然无存”。洪水期，城区是漂
浮的城，城内的主街就有了“浮”字当头的

“浮桥头街”之称。
历尽沧桑的岁月，直至清朝顺治十七

年(公元 1660 庚子年)，知县姜良性始建城
垣。历经 3 年，于康熙元年(1663 年)完工。
有记载城墙周长五百一十丈，约1632米，墙
高约7米，宽约2.5米。设有四个城门，东面
光化门，南面宣政门，西面永宁门，北面拱辰
门。还设城楼四座，炮台三座，悬楼四座。

城墙内占地约95亩，仅有三个半坂东深宅大院宏琳厝的面积之大。
梅城城垣，历经150多年的岁月后，于道光中(1821一一1851年)均圮
于水。实际上，梅城后来形成的五街，一市，四铺，九巷早已突破了旧
城垣的范围。直至民国31年(1942年)10月，梅城中心区十字街的雏形
开始形成，此后成为梅城的商贸中心街区。

梅城筑城至今也仅有350多年的历史，水患曾造成城墙几度坍塌，
后几度整修。150多年前，古城墙终于全部圮毁于水。尽管古城墙没
有抵挡住兵匪之患，洪水之灾，然而经过数百年岁月的洗礼，城墙使"
城里城外"形成一道无形的坎，在梅城民众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城
里城外"地域派系之争，
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未
能消弥，一直延续到新中
国的成立。

《
城
里
城
外
纪
事
》
一

庚
子
筑
城

庚
子
筑
城

○

陈
世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