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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海盐县气象志 》编慕出版，这是我

们海盐县气象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

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 海盐县气象志 》是第一部记载海盐气象的专业地方志书，它详今明古、

存真求实，较全面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海盐的气候变化、气象灾害的发生规

律，客观坪述了海盐气象事业的发展历程 。 这对于推动海盐气象事业的新

发展、抗击气象自然灾害、更好服务海盐社会经济和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

海盐县历史悠久， 7000 年前先民在此聚居 。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置

县，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县以海盐名之 。 先民世世代代在此繁衍劳作，观

天测雨、战天斗地，长期来气象经验的积累和应用，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大自然

的变化规律 。 从远古晋朝起，就有了观调l记载自然灾害的传承。 在历代慕修

的志书中都记录了大量气象史料，也记载和印证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灾害长期

不懈斗争的光辉历程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海盐县气象站的建立掀开了海盐

气象事业发展新的一页，经历近半个世纪几代气象人的辛勤劳动、默默奉献，

今天海盐基本实现了气象现代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

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海盐气象事业展现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

"雄关:麦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随着海盐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和社

会生活的不断提高，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情况、新趋势，必将给气象工作

提出新要求、新课题 。 气象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气象事业发展永不停息，气

象服务任重而道远 。

海盐县气象局局长 余立军



凡例

一、指导思想 。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力求贯古通今、实事求是，以档案资料为准、以史实为依据，记述海盐县

气象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为人们全面了解气象，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供

历史借鉴 。

二、编慕原则 。 根据存真求实和"详今明古"的原则，力求反映客观自然

规律 。

三、编目设置和记述年限 。 专志分气候、气象灾害、气象业务与服务、事

业建设和发展，并设丛录，共 5 编 20 章。 记述时限:上溯事物之发端，下迄

2014 年 。 文中"常年"系指海盐县气象局(站)成立后的 1973 ~20 14 年 。

四、纪年和行文规范 。 大事记和气象灾害年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沿用中国历史纪年，加注对应的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

公元纪年 。 除上述外，志书文体、语法、修辞及标点符号等均遵循现代汉语

规范 。

五、计量单位 。 历史资料沿用旧制，其余均按国务院 1984 年颁发的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六、资料来源 。 凡 1973~20 1 4 年大事记、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等摘自海盐

县气象局档案室 。 潮位、水位资料由县水文站提供 。 潮位和海拔高度采用

吴浦公高程 。 主要图表由海盐县气象局提供 。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保管、

收集不当，部分资料尚有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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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海盐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东濒杭州湾，扼钱塘江河口，有遥远 53. 48 公里

的海岸线 。 西南邻海宁市，北连平湖市和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南与慈溪市、余姚市和

绍兴市上虞区隔杭州湾相望 。 地理坐标为北纬 30021 ' 4 7" ~ 30 0 38'29飞东经 120 043'21"~

121
0

0 2'55" 。 县域总面积 1072 . 63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584 . 96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为 487. 67 平方公里 。 20 1 4 年末 ，海盐县人口为 37.8 3 万人，社会生产总值 350 . 7 亿元 。

海盐县历史悠久， 7000 年前先民在此聚居。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置县，因"海滨

广斥，盐田相望"县以海盐名之 。 其时境域甚广，包含上海市现在的松江、奉贤和金山区

的南部，隶属会稽郡 。 此后四徙县治，六析其境，至明宣德五年 0430)析四乡置平湖县

后，大致形成今县域 。 1949 年 5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盐 。 1958 年 11 月曾撤

销海盐县建制，大部并入海宁县，小部归入平湖县 。 1961 年 12 月，复置海盐县 。

(二)

海盐系江南水乡，处于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盆地边缘。县域地形似一个顶角朝南的

等腰三角形，东西最宽处相距约 31 公里，南北最远处相距有 33 公里 。 海拔平均 3~4

米，地势从东南向西北或东北缓缓倾斜。南部沿海有零星低丘孤山，山丘海拔大多在 100

米左右 。 与海宁市交界的高阳山为县境最高处，主峰海拔 25 1. 6 米。 内陆地势平坦，河

道密布，平均海拔在 3 米或以下 。 县内河道总长 1860 . 7 公里，湖泊 9 个。县域东南部近

陆海域有零星岛礁 11 个，总面积 O . 6016 平方公里，其中臼塔岛最大，面积有 17. 3 公顷 ，

高 49. 7 米 。 海盐土壤肥沃，自然资源丰富，适宜种植业和养殖业 。 平原以粮食、油料和

蚕桑生产为主，兼有内塘养殖和畜牧业 。 滨海和南部低丘盛产茶叶、柑楠、果蔬和花木 。

海盐县长期以来是浙江省粮、油、茧高产县之一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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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盐县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冬暖

夏凉，四季分明 。 中、高空大气环流的演变和影响主导了气候的四季变化。冬季，受北方

大陆冷高压控制，盛行冬季风，是一年中温、光、水最低(少)的季节，前冬晴冷干燥，后冬

雨雪渐增，时有低温和冻害;春季，冬季风逐渐减弱，南方暖湿气流开始活跃，气温回升，

但起伏较大，雨水明显增多，时有连阴雨和强雷暴、冰雹、大风天气 ;夏季 ，随着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增强西伸北抬，受夏季风控制，降水、气温同步增加，是一年中温、光、水最高

(多)的季节，初夏高温高湿，正值梅汛期，盛夏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热干燥，常有台风

影响;秋季，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撤退，大陆冷高压逐步南下，冬季风又逐渐替代

夏季风，出现秋高气爽天气，温、光优于春季而降水少于春季。海盐冬夏长而春秋短，一

年中随着冬夏季风的交替转换影响，使各季气候差异明显，各具特色 。

由于冬夏季风的强弱 、进退交替的不稳定性，常造成异常天气发生，气象灾害频繁 。

影响海盐的灾害天气主要有台风、洪涝、寒潮、低温冻害和干旱等，尤以台风、洪涝影响

最大 。 1949-2014 年海盐共遭受台风侵袭 60 次，损失特别严重的有 4 次。台风来袭时，

往往伴随狂风、暴雨、大潮"三碰头"，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 洪涝也

是重大危害之一，凡太湖流域连续性强降水，大量客水涌入，县域内中部和西北部易涝

成灾 。

(四)

先民在海盐世世代代繁衍劳作，对气象经验的积累和应用，逐渐认识和掌握了自然

界的变化规律。从远古晋朝起，就有了观测和记载自然灾害的传承 。 海盐县修志始于北

宋景德四年(100 7) ，在宋、明、清十几届篡修的《海盐县志 》 、 《橄水志 》中都记录了大量的

气象灾害史料。 1930 年 3 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东方大港筹委会在海盐建立东方大港测候

所，于 1933 年停止工作 。 1933 年浙江省测候所成立，并先后在吴兴、安吉、海盐等地成立

22 个四等测候所，后因时局动荡， 1935 年海盐测候所停办。新中国成立后， 1961 年 10 月

筹建海盐县气候服务站， 1962 年元旦正式工作。因国家财政困难，经费拮据， 1962 年 12

月海盐县气候服务站撤销。

1972 年 7 月海盐县气象站成立，县级气象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但成立之初几年受

"文化大革命"干扰，管理体制三度变化，气象队伍不稳、制度不严，加之设施简陋，基础业

务薄弱，服务没有起色 。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加大管理力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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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善规章制度，使基础业务工作质量明显提高 。 同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气象现

代化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气象服务质量和效益，使台站气象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 海盐

县气象站是国家一般气象站，备有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雨量、日照和地表温度等

观测仪器，目测项目有云、能见度及天气现象等 。 每天 08 时、 14 时、 20 时人工观测，向浙

江省气象台拍发天气实况报和重要天气报 。 台汛期和核电场外应急时，按省、市气象局

指令增加台风加密报和临时天气观测及发报 。 1995 年起采用人工输入资料，微机自动

查算编报，嗣后至今都运用计算机编制报表 。 1972-1994 年，还担负每日 06-20 时航空

天气报和危险天气报的拍发任务，供军地航空部门使用 。 1982-1995 年，建有黄沙坞、

石泉、西塘桥 3 个气象哨，为海盐县农业区划提供资料 。 2003-2014 年，先后在白塔山、

澈浦等地建成 14 个地面气象自动站 o 在观测场内安装了大气电场监测仪和能见度监测

仪，实时资料通过网络汇入国家、省气象信息网 。

县站天气预报最初通信工具是收音机和电话机 。 以收听浙江省、上海市及舟山、苏

州等地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分析制作本区的天气预报，通过电话每日 3 次向县广播

站发送天气预报 。 1984 年气象图传真接收机投入应用，用于接收中央气象台、日本及欧

洲气象中心的数值预报产品、实况资料和卫星云图等 。 MOS 预报的运用使预报准确率

较大提高 。 1989 年、 1993 年嘉兴市气象局先后建成 150 兆、 200 兆高频无线通信传输网

络 。 1996 年建成有线、无线气象数据传输系统， 1999 年建成气象卫星单收站 。 2001 年

实现省、市、县气象联网 。 2003 年改造预报业务宽带网并建立可视预报会商系统。这些

系统的建立为预报业务质量提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 2007 年 1 月，嘉兴市气象局开展业

务一体化改革，天气预报服务产品由市气象台负责制作、提供，县气象局预报业务重心转

到天气预报的订正和气象服务 。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气象台站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基本实现办公、业务自动化，气象现代化建设初具规模 。

气象业务向现代化建设迈进同时，也促进了气象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从过去比较

单一的决策服务、农气服务和公益服务逐步发展成为多种服务形式为一体、多层次、全方

位的综合性气象服务 。 从建站起一贯坚持为政府提供中、长期天气趋势预报和重要农事

季节气候预测，遇到关键性、转折性、灾害性天气及时报告，为领导和部门科学决策服务 。

1997 年起实行《重要天气报告单》制度，在重大灾害天气来临前，用传真向领导、部门和

乡镇报告 。 2000 年又提升为向县四套班子及相关部门等提供《一周天气趋势预报》 、 《 海

盐气象信息内参 ìì 0 2003 年起利用政务网、短信平台向县、镇、村领导发布天气信息，做

好防灾减灾工作 。 在为农服务上每年编发大量服务材料，如作物生育期气候分析、重要

农事天气趋势预测、农气月报、年度气候评价等，配合农经部门在科技兴农、模式栽培、吨

粮田、优特高工程与菜蓝子工程等建设中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 公益服务上除原来

的县广播站(电台)每天 3 次天气预报节目外， 1996 年与电信部门合作开通"168"声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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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气象志

象服务，后又升级为"96121"声讯服务平台 。 1 997 年在县电视台推出《天气预报》栏目。

2006 年推广气象电子显示屏，拓宽信息发布渠道，为广大群众提供众多内容的信息服

务。气象专业服务起步较早， 1984 年开始为农林、建材和秦山核电站建设等提供短时、

短期预报，先后建立砖瓦行业高频电话网、预警预报服务系统，并逐步发展为涵盖

"96121" 自动答询平台、政务网、农网、移动短讯平台、电子显示屏、电视气象栏目等多种

形式、多项内容，全方位的服务系统 。

1972 年气象站在武原镇南门旧城墙的废墟上建成，当时仅有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和

一个 20 X 16 平方米的气象观测场，人员 6 人 。 随着气象事业的不断发展， 19 93 年原址翻

建，办公条件、业务服务设施有了一定改善。 20 0.0 年又迁移到武原镇河南东路 39 号 。

2006 年迁建气象观测站到城郊红益村，并于 2007 年扩建了业务办公楼，新建了一座

1600 平方米的欧式连体大楼 。 2014 年底县气象局办公楼、观测站共占地 9812. 5 平方

米，建筑面积 2348. 7 平方米 。 全局有干部职工 35 人，其中在编 9 人，编外 19 人，退休 7

人 。 县气象局被省气象局评为"双文明单位"、"先进集体"被县、市文明委授予县级、市

级"文明单位"称号 。 局党支部党员 13 人，在职党员 10 人 。 先后被县直机关党工委命名

为"规范化党支部''''星级党支部" 。 长期以来干部职工发扬艰苦创业、求实创新精神，不

断开拓进取，基础业务更加扎实，服务领域全面拓展 。 多年来在防雷管理、声讯平台建

立、影视气象节目制作、气象电子显示屏推广等多项工作中处于兄弟县市同行前列 。

2006 年起在各镇设立气象协理员队伍， 2008 年又在各行政村设立气象信息员 。 2014 年

共有协理员 9 名，信息员 122 名 。 从 2011 年开始在县 26 个气象防灾减灾重点部门建立

了联络员队伍 。 这些措施壮大了部门和镇村基层气象服务力量，为进一步做好气象防灾

减灾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 综观海盐县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历程，近 30 年来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 气象事业迈上了健康、快速发展大道 。 随着海盐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社

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将不断给气象工作提出新要求、新

课题 。 气象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气象事业发展永不停息，气象服务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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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置海盐县(约辖今海盐、平湖 、金山和海宁、松江、奉贤、闵

行区的一部分) ，属会稽郡，治华亭乡(今金山区境东南) 。 后陷为湖，移治武原乡(今平湖

市城关镇东) 。

秦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 210) 始皇帝南巡，过海盐 。

;又

永建二至六年027- 1 3 1) 县治又陷为湖，移治齐景乡(今平湖市乍浦镇附近) 。

唐

大历十年 (775) 七月己未夜，大风海溢，潮水翻塘，民溺死无算 。

长庆间 (821-824) 县西境开麻泾、简泾等"古泾三百一"，并人官塘(今盐嘉塘)与

江南运河相通， 以御水旱，利灌溉，通小舟 。

五代

吴越武肃王钱谬时期 (907-932) 钱楼以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为国策，修水利、治吁

田，发展农桑，安定社会 。 先在杭州侯潮门等地筑土塘御潮，后又创建竹笼石塘，海盐海

塘亦在此时筑成，后人称"钱氏捍海石塘" 。

宋

乾道年间 016 5-1173) 海进严重，海岸内削，杭州湾北岸之大小金山、王盘山、海

盐县捍海塘 18 条，距县 95 里之望海镇，尽没于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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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至正二十年 (360) 九月晦初晓，西南天裂数十丈，裂处蠕蠕动，光焰如猛火，象融

金，少时合，时犬吠鸟鸣 。

明

嘉靖二十一年( 542) 浙江水利金事黄光升始编海盐塘字号，创建"五纵五横桩基

鱼鳞石塘"雄伟坚固，被后人誉为"海盐长城" 。

嘉靖三十二年(553) 五六月，地连震，生白毛 。 九月，挑李盛花 。

;青

道光二十五年(845) 六月十二 日夜半，嘉兴、海盐、平湖、湖州地震。 七月初一 ，时

大风潮数日始退，渔人出捍海塘四五里，见沙涂中显露古聚落遗址，街街井巷隐隐可数，

断砖败瓦，古钱陶器，往往得睹，观者日众 。

道光二十六年(846) 六月十二 日夜，嘉兴、湖州等府、县地震 ，翌日海盐余震。

申华民国

民国 7 年 (918) 孙中 山发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 ，其中计划建

设的东方大港"位于乍浦师与激浦山甲之间，此两点相距约 24 公里" 。

民国 10 年 (92 1) 七、八月设立吴兴、长兴、海盐等 6 个雨量站 。

民国 19 年 (1930) 三月 二 日浙江省水利局在长山设撒浦水文站，测量潮位 。

是月 国民政府交通部东方大港筹委会在海盐建立东方大港测候所 。 后因工程搁

浅，测候所于民国 22 年 (1933)停止工作 。

民国 22 年 (933) 浙江省水利局先后在全省择要建立海盐等 22 处四等测候所 。

海盐所于民国 24 年 (935 )停办 。 测候所设在县政府内，工作两年 。

民国 27 年 (1938) 十一月 二十七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海盐 。 境内海塘多年失修，民

国 28 年至 31 年、 33 年海盐海塘连年溃决，海水内侵 50 余里 。

申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5 月 7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盐 。

1954 年

5-8 月 梅雨期长 77 天，为历年之最 。 雨日 54 天，雨量 883. 6 毫米，驮城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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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达 4. 68 米，全县受灾农田1. 04 万公顷 。 杭嘉湖平原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1956 年

8 月 1 日 12 号台风在宁波象山登陆 。 8 月 1-3 日海盐出现暴雨和大风，沿海风力

11 级，最高潮位 6 . 97 米 。 镇海塔塔顶被吹落，海塘决口 7 处，海水过塘。受灾农田 4100

公顷，损失粮食 400 万公斤，棉花产量减半 。 吹倒房屋 1921 间，吹毁草棚 6440 间，死亡 7

人，伤 143 人 。

1957 年

6 月 20 日 人梅， 7 月 9 日出梅，梅雨量 353 . 0 毫米，水位高达 4.13 米，受涝面积

2300 多公顷 。

1958 年

11 月 21 日 国务院决定撤销海盐县建制，分别并入海宁县和平湖县。

11 月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气象局党组《关于全党全民办气象的意见))，要求年底

前在各县建立气象站 。 1962 年恢复海盐县建制，建立县气候站 。

1961 年

10 月 海盐与海宁分县，海盐筹建县气象服务站。 1962 年元旦正式成立海盐县气

候站 。 12 月撤销 。

1962 年

9 月 6 日 受 14 号台风侵袭，雨量 190. 7 毫米，水位高达 4 . 65 米 。 受灾农田1. 01 

万公顷，成灾 O. 25 万公顷 。 粮食损失 285 . 5 万公斤，棉花损失 10 万公斤。

1963 年

9 月 12 日 一13 日 受 12 号台风影响，降雨量 34 1. 7 毫米，其中一天特大暴雨 302 . 2 

毫米，水位暴涨至 4 . 88 米 。 受涝1. 5 万公顷，倒塌民房 4036 间。

1967 年

8 月 滴水未降，夏秋大旱 118 天，于城水位1. 51 米 ，农田受灾面积 O . 98 万公顷 ，绝

收 O . 21 万公顷 。 洪楼干泪，河道断航 。

1971 年

6 月 海盐县气象站筹建，负责人刘长吉 。 选址在武原镇南门废弃的旧城墙下面

(观测场建在旧城墙上) 。

11 月 从海盐县农业局调人业务人员 3 人 。

1972 年

7 月 1 日 海盐县气象站成立，开展业务服务工作 。 建制单位 : 海盐县革委会、海盐

县人武部双重领导，以军事部门为主 。 业务领导是湖江省气象局。县气象站人员 6 人 。

8 月 16 日 18 日 受 9 号台风影响 ，降暴雨并有 11 级大风，大风持续 20 多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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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冲塌 30 多处，倒塌房屋、仓库 1159 间，畜舍 5210 间 。 死 1 人，重伤 1 人 。

1973 年

10 月 县气象站划归地方领导，建制单位 :海盐县革委会 。 业务领导归浙江省气象局。

1974 年

8 月 19 日 -23 日 受 13 号台风影响，降雨 90. 8 毫米， 9 级大风。橄浦最高潮位

8. 05 米 。 受灾生产队 178 个，成灾 41 个 。 转移 1400 户，损坏房屋 236 间，死亡 1 人。冲

毁主塘 O. 2 公里，土石塘 20 条(段) ，共 2 1. 6 公里 。

1976 年

4 月 22 日 下午沈荡等 12 个公社降冰雹，并伴大风 。 冰雹大的如鸡蛋 。 早稻秧田

损失 50% ，春粮受灾 1467 公顷，油菜 867 公顷，蚕桑 667 公顷，倒塌房屋 418 间，倒塌草

棚、畜舍 1715 间，伤 8 人，死亡 1 人 。

1977 年

1 月 28 日 -30 日 暴雪，雪深 16 厘米 。 31 日最低气温-10.8
0

C o 2 月 9 日又降大

雪，雪深 9 厘米 。

4 月 14 日夜 橄浦公社遭龙卷风和暴雨袭击，倒塌房屋、畜舍 557 间 。伤 2 人，死亡

1 人 。

是月 24 日 澈浦等 4 个公社 24 个大队遭冰雹、龙卷风和暴雨侵袭，降雹 5 分钟，冰

雹大的似鸡蛋。

7 月 16 日 于城等 4 个公社遭受大风、冰雹侵袭，冰雹大的如拳头，小的似煤球 。 伤

7 人，死 2 人。

8 月 22 日 23 日 受 7 号台风影响，降雨 146 . 6 毫米，水位达 4. 39 米，受灾农田

6200 公顷，成灾 1530 公顷。倒塌房屋、畜舍 823 间 。

9 月 10 日 -11 日 受 8 号台风在上海崇明登陆影响，有暴雨和大风 。 农田受灾 O . 3 

万公顷 。 损坏房屋 1034 间，损坏草棚、畜舍 2434 间，伤 11 人 。

1978 年

2 月 浙江省气象局颁布《关于气象测报人员开展连续百班无错情劳动竞赛和质量

考核办法》。自 此，开展此项竞赛活动，由县气象站(局)申报，省或市气象局验收并表彰

奖励 。 百班无错情劳动竞赛活动到 20]4 年终止 。 1 978-2013 年海盐县站(局)实现百班

无错情 47 人次， 250 班无错情 6 人次 。

11 月 中共海盐县气象站党支部成立 ，刘长吉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 3 人，为县委直

属支部 。

1979 年

8 月 24 日 25 日 受 10 号台风影响，降雨 78. 7 毫米，橄浦最高潮位 7. 35 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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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海塘冲毁 21 处，长 4. 16 公里 。 海 j朝淹没农田 127 公顷。

1980 年

1 月 1 日 开始执行中央气象局重新颁发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6 月 26 日 百步等 11 个公社遭冰雹、大风袭击，冰雹有鸡蛋大小，大的如拳头 。 早

稻受灾 667 公顷，倒塌民房 200 间，伤 21 人 ，死亡 3 人 。

12 月 县级气象部门体制上收，建制单位 :浙江省气象局 ;业务领导归省气象局;党

团领导归中共海盐县委 。

是月 职工住宅楼竣工，建于古城路 1 号，六套二层，户均建筑面积在 55 平方米 。

1981 年

1 月 孙锡余任县气象站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 。

7-9 月 参加 8107 和 8116 两个国内台风业务预试验工作 。

1982 年

3 月 程剑兴任气象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8-9 月 参加国际台风业务试验 。 次年 8- 1 0 月继续进行 。

1 0 月 建成撒浦黄沙坞(步福根)、石泉(朱乃光、朱美英)、西塘桥(潘剑平 )3 个气象

哨并投入观测业务，为县农业气候区划提供资料 。 石泉气象哨在 1985 年 12 月末撤销 ;

黄沙坞、西塘桥气象哨在 1994 年年底停办 。

1983 年

2 月 10 日 省气象局下发《关于做好春播气象服务工作的通知 》。 县气象站多次安

排人员去通元等地开展服务和调查工作 。

3 月 县委任命林逸鸣为气象站党支部副书记 。

6 月 20 日 人梅， 7 月 17 日出梅，梅雨量 410. 8 毫米，最高水位 4.1 9 米。受涝面积

2733 公顷 ，成灾 667 公顷，倒塌房屋和草棚 422 间 。

10 月 26 日 省广播电视厅、省气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天气预报广播的通知 》。

省所属气象台站，拟于 1984 年配齐气象传真接收设备 。 从 1 985 年元旦起，广播电台不

再安排专业性很强的天气形势广播 。 1984 年 6 月，县气象站配置气象传真设备 。

是月 省气象局在宁波召开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工作座谈会 ，站里派员参加 。 会后开

始启动为核电建设气象服务工作 。

11 月 13 日 省气象局转发国家气象局关于下发《气象部门执行 〈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 的试行办法》。

1984 年

6 月 13 日 人梅， 14 日降大暴雨 104.4 毫米，最高水位 4. 49 米 。 倒塌房屋、畜舍

582 间 。 水路停运 2 天，沉船 3 只 。 农田受灾 7160 公顷 ，成灾 27 60 公顷 ，水产受灾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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