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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州气象局 编纂



《文山州气象志》编纂组成人员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强

副主任委员 l谢三勇1曹世武汪德

委 员 罗少波王 兵李泓芍于明 王 惠 张文

宋伟杨松福

编写人员

主 编邹宗全

副主编闫家仁

编 写李雪中 f谢三勇f佴澎邹宗全 闫家仁

图片策划罗少波韦星星

资料统计王代玲杨舒邹宗全闫家仁

打 印李剑波唐萍

校 对邹宗全闫家仁

审查验收单位

文山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山州气象志》评审人员名单

龚金科(州志办) 黄启良(州志办)

王万荣(州民宗局) 陈维书(州外办)

刘兴文(州农业局) 何仕坤(州国土局)

冉中仁(文山县志办)肖 良(文山县志办)

以下为州气象局人员 曹世武王 兵李

闫家仁李雪中

李晋斌(州保密局)

罗立波(州林业局)

马平(州水务局)

泓罗少波邹宗全



文山州行政区划图



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左三)在省气

象局局长朱云鹤(左二)、州气象局局长李玉

柱(左一)陪同下检查指导文山气象工作。

州人大主任杨兴发(右一)副主任杨兴

跃(右二)视察文山气象工作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王承才(右二)检查

指导文山气象T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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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局(含文山县局

马戈县局

麻栗坡县局

砚山县局

‘南县局

西畴县局

富宁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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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站 预报员分析雷达嘲波【蝌

气袋观代化建设

天气预报会商室

预报员在制作天气预报

雷达数据回波罔

乡镇J]动温雨站



人丁=增雨防雹科技人员在做作业前的准备工作—i

州局领导和职工上街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

群众观看气象科技宦传展板

文山州气象系统人工增雨防雹专用车队

州局领导和科技人员上街开展气象科普

宣传。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盘艳阳(右一)
观看展板

服菽料家JJl



2001年云南省气象局副局长恽彭(右一)

与参加云南省支前庆功表彰大会的文山州气象

局代表合影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文

山四十七集团军气象同行合
影留念

省州领导在授牌仪式上。

从左起谢三勇、成刚、沈正

操、盘艳阳、黄玉f二、黄强、

文关红、周维丽

中央文明委赠送的部分影
视艺术精品

首届全州气象系统乒乓球 西畴县气象局代表在演讲 州局“见义勇为”先进个

友谊赛获奖者 人合影。白左起：刘涛、赵宏

伟、宋伟、刘天贞。



1986年国家局副局长骆继宾(左二)与

州委副书记叶萃吞(左一)，副州长马宗亮
(左i)亲切交谈。

州气象局领导每年两次向老同志通报工

作．罔为座谈会情景。

州局副科以上干部到扶贫挂钩点参观群众

栽种的烤炯

越南河江省水文气象一行来文山考察

文山州气象系统部分老一代气象一作者

州局领导深入扶贫挂钩点与干部群众交谈

致富路子



全省气象局长会议在文山召开，副州长王

发龙(左四)到会祝贺。

2001年全省讯期气候预测暨预报技术交

流会在文山召开

—二二===二二=_

滇、桂、黔三省区五州市气象协作区会议 文山州气象服务座谈会在文山州科委召开
在文山召开。

F■k‰
省局局长刘建华(主席台右二)在文山州

局“=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上做重要讲话

州局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听取州委党校

教授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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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风云变幻，气象万千，记载和研究天气与气候变化，用以指导

生产和生活，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山州气象事业起步于

1953年，历经几代气象人的奋力拼搏和孜孜追求，迄今已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由文山州气象局组织编写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气象志》正式出版了，它记录着文山州气象事业发展艰苦历程、

阐述文山州气候特色、记录重大气象灾情的宝贵史料，实在是一件

可喜可贺的事情。

“气象工作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有重要影响，经济越发展，

气象服务的效益越明显”o“十五"以来，我州气象工作紧紧依靠

科技进步，为经济社会服务指导思想明确，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

新，成为建国以来气象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建成了以新一代多普勒雷达、PCVAST单收

站、自动气象站为主体的气象监测系统；建成了气象信息传输、通

信、业务、管理、办公等自动化的新一代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建成

了以综合应用数值预报产品、天气雷达、气象卫星、自动站等探测

资料制作气象预报的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建成了以电视天气预报、

手机和小灵通短信天气预报、“121”电话气象服务以及兴农网为

主的气象综合服务系统。气象预报能力不断提高，气象业务服务领

域得到拓宽，气象科技科研取得新的进展，服务手段日趋多样，服

务效益日趋明显。近年来，干旱、暴雨频频发生，气象部门努力做

到准确预报和及时服务，为州委、州人民政府指挥防洪抗旱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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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争取了主动，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文山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建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和

谐、环境优美的城市，气象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要实现气象事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实施科技兴气象战略。气象

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现阶段气象事业发展的主要

矛盾是气象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文山州气象事业在新形

势和新起点上必须进一步强化观测基础，提高预报预测水平，加快

科技创新，建成具有云南省先进水平的气象事业现代化体系，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小康步伐，构建和谐文山提供一流的气象

服务。

文山州气候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前景广阔。文山州气

象灾害十分频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

极大。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加强气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

设，以提高对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水平为中心，以经济和社会对气

象的需求为导向，以气象综合探测系统、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和气象

灾害预警系统为依托，采用现代化先进技术形成的网络化综合性服

务体系，达到气象服务准确及时、优质高效，为文山州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黄文武

二O 0六年三月



序 二

《文山州气象志》问世了，这是文山州气象史上一件值得庆贺

的大事!

《文山州气象志》是文山州地方志几十部专业志中的一部，是

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文山州气象事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

气象专业志，是三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文山州气象事业的宝

贵财富。

《文山州气象志》全书共分八章33节，加上概述、大事记和

附录等，共约17万字，记述了文山州气象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其主要内容包括：文山州气候的自然规律和特点；文山州气象灾害

的种类、影响和发生规律；文山州气象的基本业务；气象科学技术

在农业等方面的应用；气象为经济建设和各行各业的服务；气象科

学研究和教育等。全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文字流

畅，既有严谨的科学性，又有广泛的实用性，相信这一部传世之

作，必将为文山州气象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文山州气象志》的编纂工作，是在文山州地方志办公室的指

导下，由文山州气象局具体负责。《文山州气象志》的编纂工作始

于1985年，由于经费较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编修工作

进展缓慢。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4年5月专门成立了气象志

编纂委员会并下设编修办公室，2005年1 1月《文山州气象志》定

稿并通过评审。2006年6月由文山州地方志办公室验收合格，交

付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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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难，撰志更难，编修办公室人手少，而且大多数是退休的

老同志，他们为了编纂好《文山州气象志》，不辞辛劳，克服了种

种困难，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完成了17多万字的初稿。在此

基础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终于成书。《文山州气象志》凝结

着全体编纂人员和有关人士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此

《文山州气象志》问世之际，聊寄数语，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敬意，并以此激励本人和广大读者，故为之序。

文山州气象局副局长 汪 德

．-0 0六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记载文山州气象台站的发展、气候

特点及各气象要素的分布概况，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

统一。

二、编纂本志遵循《文山州志》行文细则(试行稿)规定

进行。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层次上以章、

节、目形式编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四、记述时间，上限尽量追朔事物的起始，下至2003年底。

五、本志中涉及到的气象资料，均以各县气象站的实测记录

为准。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州气象局档案室、省气象局资料汇

编、《云南天气灾害史料》及地方志等。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灾害纪实，月、日为农历，个

别语句文白夹杂，为忠实原文，本志未作删改。

八、本志涉及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九、机关单位名称首次出现为全称，再次出现为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