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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睿简介

本 g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 f建国 60 年来吉林省气象事业的发展变化，真实记录 f全省各级(省级、

市州级、县市级)气象事业的发展进程、机构历史沿革、气象业务发展、职 l队伍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

设、台站基本建设等情况，是一部具有留存价值的台站史料，同时也是一本进行台站史教育的教科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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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2009 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中国气象局成立 60 周年，中国气象局组织编

篡出版了全国气象部门基层气象台站简史，卷中失浩繁，资料丰富，是气象文化建设

的重要成果，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0 年来，气象事业发展成就辉煌，基层气象台站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广

大气象干部职工继承和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团结协作，严谨求实、

崇尚科学，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谱写出一

曲曲事业发展的壮丽篇章，为中国特色气象事业发展建立了辉煌业绩，值得永载

史册。

这次编篡基层气象台站简史，是建国以来气象部门最大规模的史鉴编篡活动，

历史跨度长，涉及人物多，资料收集难度大，编篡时间紧。为加强对编篡工作的领

导，中国气象局和各省(区、市)气象局均成立了编篡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定

了编篡大纲，举办了培训班，组织了研讨会。各省(区、市)气象局编篡办公室选调

了有较高文字修养、有丰富经历的人员从事编篡工作。编篡人员全面系统地收集

基层气象台站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字、图片和实物等基础资料，力求真实、客观地反

映台站发展的历程和全貌。我谨向中国气象局负责这次编篡工作的孙先健同志及

所有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o

知往鉴来，修史的目的是用史。基层气象台站史是一座丰富的宝库。每个气

象台站的发展史，都留下了一代代气象工作者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的足迹，他们高

尚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将永远给我们以开拓进取的力量。书中记载的天气气候

事件及气象灾害事例，是我们认识气象灾害规律、发展气象科学难得的宝贵财富。

这套基层气象台站简史的出版，对于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挖掘和总结历史经验，

促进气象事业科学发展，必将发挥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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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代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也是中国气象局成立 60 周年， 60 年来我国气象事

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大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展示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成就，中国气象局组织编写了《全国基层气象台站简史》

-~。作为《全国基层气象台站简史》的分卷 《吉林省基层气象台站简史》全面

系统地总结了吉林省气象事业的发展成果，该书的编篡出版，是吉林省气象部门的

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盛世修志。《吉林省基层气象台站简史》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气

象事业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从创业到兴旺的发展岁月，从落后到先进的建设历

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气象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己经拥有了气

象卫星、数字雷达、通信网络、大气探测、计算技术和一整套的现代气象业务体系。

《吉林省基层气象台站简史》真实地记录了我省气象事业的发展历程，阅读该书，可

以让我们受到鼓舞，受到激励。

《吉林省基层气象台站简史》用雄辩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论断。随着气象科学技术的发展，气象工作在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福祉安康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推动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使气象事业在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吉林省气象局对该书的编撰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篡机构，明确了基层

台站撰稿人员。各台站认真进行资料搜集，全面查阅了历史档案和技术资料;省气

象局几位退休老同志严把编审关;编校人员反复加工修改。经过紧张细致地工作，

仅用了 3 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撰写到定稿的全过程，得以在国庆 60 周年之际

付印出版。在此，对在该书编撰出版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零头吃
二00九年九月二十日



2007年8月 7 日，吉林省省长草书长赋视
察通榆县气象局

2007年7月 l 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
视察通榆县气象局

1 983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池气象
站，并同全体职工合影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yt视察四平市
气象局



2005年7月 1 9 日， 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视察
延边州气象局

自日 ~" .....""l'.__'" 自由自可

曹雪

ι!!iS' 

2007年9月 24 日，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王守荣视
察安图县二道气象局

1 983年9月 ， 国家气象局副局长章基嘉视察柳
河县气象局:Jt与职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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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 22 日 ， 中罔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长春
市市长祝业精为新组建的长春市气象局揭牌

中同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视察松原市气象局

吉林省气象局局长秦元明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1'1 1台
县气象局检查指导下作



1 99 1年建成的吉林省
住象局办公楼

电P

1 959年的吉林省气象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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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气象局雷达塔楼

跤河市气象局新办公楼

双阳区气象局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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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建成的长春市气象探测中心新办公楼

双辽市气象局新办公楼

挑南市气象局现貌



2008年8月新建成的通化县气象局气象预警中心办公楼

图们市气象局新貌 延边农试站新办公楼

延吉市气象局新办公楼 永吉县气象局新办公楼

榆树市气象局新办公楼 镇费县气象局新办公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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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8年2月，中罔气象局副局长刘英 吉林市气象局全同气象部门廉政
金、吉林省副省长杨庆才到省局主持吉 文化示范点揭牌仪式
林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系统挂牌仪式

榆树市气象局全同精神文明
建设t作先进单位揭牌仪式

第二十七届全同青少年气象夏令营开营式 全省气象部门第三届职丁e运动会

-2即7年第六届亚冬会气氛新闻发布会 第六届亚冬会气象服务现场 为农博会提供气象保障

/ 

火箭人工增雨 飞机人-u曾雨

- 6 -



1995年遭到水灾的桦甸市气象局

\ 

2007年3月 4-5 日，辽游、市普降大到暴笃'

2006年6月 5 日，柳河县降冰苞，最大丘
径75毫米，最大平均重量37克

2008年6月 28 日，德惠市朝阳乡踵受冰
毡袭击的农田

1995年辉南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i共
水. x-见ì91 IJ场被冲毁

2007年3月 4 日， 通化 1I~现有历史记录以
来最强的一场降雪过程，平均降雪iIJ:
43.8毫米 . 平均~深35.2厘米

2008年秋，双阳区部分乡、镇遭遇严重
冰雹灾害

2007年5月 30 日 至IJ6月 24 日，梅河口市|海
水仅0.2毫米，出现严重旱情

一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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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省会
⑧ 市州驻地

@ 地面基准站
@ 地面基本战
。 地面一般站
@ 农气基本站
θ 农气一般站
@ 雷达观测站
@ 日射观测站
@ 高空观测站

@ 酸雨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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