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

述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加强智慧气象

建设保障乡村振兴的意见》(皖政办〔2023〕5号)任务要求，

结合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经研究制定宿州市高标准农

田气象保障能力建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保障粮食生产、提升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为目标，

围绕高标准农业气象监测精密、农业气象灾害预报精准、农

业生产气象服务精细、农业防灾减灾高效，因地制宜、科学

推进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站网建设，为我市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提供更加有力气象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系统观念。以前瞻性思维，系统谋划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内容，综合考虑硬件设备与软件系

统、数据应用的相互适应，实现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全面融入

高标准农田建设。

注重因地制宜。依据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示范引领、有序推进，优先在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粮食生产核心区率先建设气象监测站点。

突出统筹规划。根据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整合国

家、省、市、县四级气象资源，兼顾升级完善已有设备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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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新建改建站点和业务系统，构建布局合理、装备先进、

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站网。

强化数据应用。统筹气象和农业数据资源，充分利用各

类气象数值预报和卫星遥感资料分析产品，提升数字农田的

发展动能，确保实现高标准农田智慧气象服务。

三、建设目标

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站网，充分利用农业、气

象等相关大数据，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预报预警能力，发展基

于灾种、基于位置、基于时间、基于影响的农业气象灾害风

险预警技术，为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全方位气象服务保

障支撑。到 2025年，基本建成“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支撑有

力、服务智慧精细、工作机制顺畅”的高标准农田智慧气象服

务保障体系，农业气象灾害损失率降低到 5%以内，农村气

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 90分以上。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能力建设。结合“皖粮”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站、农田

小气候观测站、土壤墒情监测站、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站、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点等建设，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

验收，实现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

（二）提高农村气象灾害风险转移能力。强化高分卫星、

遥感等技术手段的应用，提高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效率和便民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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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实施农业气候资源、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开展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和农业气

象灾害风险区划。动态开展粮食作物产量气象预报。建立面

向高标准农田生产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气象模型和指标体

系。

（四）打造特色农产品气候品牌。开展砀山酥梨、埇桥

大豆、泗县山芋、灵璧花生等“安徽气候好产品”评价工作，

为提升农产品品牌、效益提供气象支撑。

五、建设内容

（一）农情气象监测设施。对作物生长关系密切的小气

候环境以及光、温、水等关键要素进行监测，监测要素包括：

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风向、风速、雨量、太阳总辐射、光

合有效辐射等，可根据需要增配作物梯度观测仪，选择作物

株间、冠层及冠层以上的不同高度开展温度、湿度和光合有

效辐射等要素观测。

（二）土壤墒情监测设施。对作物主要耕作层土壤的温

湿度环境进行监测，监测要素包括地面以下 10cm、30cm、

50cm等深度的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

（三）作物长势监测设施。基于作物实景图像或视频，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作物生长的连续监测。主要观测要

素包括作物发育期、盖度、密度、冠层高度、生长状况、叶

面积指数等。

（四）室外 LED 显示屏。实时显示农田气象观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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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和农业气象服务信息等。

（五）数据收集处理平台。对各类农田气象监测设施、

土壤墒情监测设施以及作为长势监测设施等监测数据实时

收集、处理和分析，并可生成可供农业生产和管理使用的数

据服务产品。

主要设施组成及配置要求详见《安徽省高标准农田气象

监测设施建设指南》。

六、实施步骤

（一）成立全市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设施建设领导小

组。项目实施单位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气

象部门参考《安徽省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设施建设指南》，

提出监测设施建设工作方案。

（二）加强气象科普宣传，开展直通式服务，提高农民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三）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监测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完善项目实施方案。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工作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协调解决，确保各项任务顺利推进。

(二)加强建后管护

建立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监测站网建后管护制度，明

确地方政府、气象部门、建设单位等相关责任。市县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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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确保项目建设和维护保障资金需求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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