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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区气象志》领导组成员

前排左起：孟庆山 傅元民刘金华范棚华

后排左起；日万华 郝恩如何金华 类永洲 任季中



周口地区气象志一编写组成员

前排左起：田万华孟庆山 刘金华 范搠华何垒华

后排左起：车辉刘建芍丰俊英刘奎樊永洲

部恩如王洪涛任季中



主编刘叠

副主编左起：樊水洲孟庆山(常务

王进才(特邀) 郝恩如



周口地区行署副专员朱岫峰(左四)陪同国家气象局副局

长骆继宾(左三)和省气象局局长戴加洗(左五)来周口视察

气象工作

骆继宾视察西华县气象局时同省地县有关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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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区气象局历年

获得的奖状、奖旗荣誉

证书和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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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

“辅治之书”历朝均有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利用工作，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全国掀起了修志高潮。地区气象局高瞻远瞩，深明义理，

抓住机遇，编写了我区第一部气象志。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这部书惠今世而利后人，

作为可供“资治、存史、教化”的地方文献，将为周口的气象

事业留下宝贵的财富。所有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奋战三年，精

益求精，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为人民立

下了名垂青史的功劳。为此。我谨向气象战线的全体职工表示

衷心的祝贺，向参加修志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区是农业大区，气象与农业关系密切，各类生产活动无

不直接或闯接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我从多年抓农业的

实践中深深体会到：风调雨顺就会五谷丰登；气候异常，轻者

减产，重者颗粒无收，造成灾荒。据查，从西周庄王十四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2633年中，严重的气象灾害就有近

600次。旧志载，大灾年常是。树皮草根收刮殆尽”，“人相食”。

为战胜天灾，我区人民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但气象作为事业，

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才得以顺利发

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气象设备也随之现代化，气象科学迅猛发展，其服务方式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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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天气预报，增扩为气候资料分析、农业气象研究、人工增

雨、解答咨询等多种多样；其服务对象，也由农业扩展到建设

规划、交通运输、能源开发等。可以说，今日各行各业均离不

开气象的导航，它与人类的活动已达到息息相关的程度。这项

新兴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广泛

实用性。 ，

《周口地区气象志》全面地记述了我区气象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科学地总结区内气候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它的出版发行，

不但有助于更好地宣传、普及气象科学，让更多的人了解气象，

认识气象，而且对提高我区气象部门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为探讨气象事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系

统、翔实的资料依据。在充分利用气候优势，减轻气象灾害，振

兴周口经济各项活动中，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全区人民正为实现周口经济的腾飞而努力奋斗。希

望气象战线的广大职工和其他各业的一切有识之士，从气象志

中借鉴历史的经验，充分发挥气象志应有的作用，做好工作，为

周口的振兴，做出新贡献!

周口地区行署副专员 朱岫峰

199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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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编纂《周口地区气象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本着资

料系统、结论科学、普及实用的要求，众人协力，历时三载，数

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我区气象战线全体职工，几十年如一

日，辛勤实践，勇于探索，致力服务的苦乐结晶。

全书设概述、气候特征及成因、气候资源、气象灾害、农

业气象、基础业务、机关团体、学术活动及报道、气象服务、人

物、大事记和附录，计20余万字。依次记述，力求科学、准确

地反映我区气象事业的发展和气候变化规律，服务现实，有益

后世。

樱桃熟了，万绿丛中，点点红珠，相映成趣。充满生机。望

着满园果实，大凡亲手浇灌者，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和迎收的

喜悦。若能在改革大潮中，《周口地区气象志》为振兴周口经济

发挥作用，产生效益，为人类作点贡献，那便是我们修志的唯

一心愿，也是我们气象工作人员最大的宽慰。成书过程中，承

蒙省气象局代加洗局长大力支持，副总工史定珊老师、高级工

程师鲍家栋老师亲笔改稿，《周口地区志》分卷主编王进才等同

志具体指导，加快了成书速度，提高了志书质量。借此，向所

有帮助我们成书的同志，一并致谢l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所限，难免讹误，敬请各界，坦诚校

正。 ．

周口地区气象局局长 刘金华
、 199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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