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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凤庆气象事业亦风雨兼程走过50个春秋。

在这祥瑞之年，《凤庆县气象志》编就成书，开创了I临沧市编纂县级气象志的

先河，完成了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气象文化建设工程，可喜可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指出：“气象事业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

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表明气象工作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工

作，它与经济、政治、国防及人民生产生活等密切相关o 50年来，在当地党

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几代气象工作者艰苦创业，勤奋

工作，使凤庆气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成了目前具有较高现代化水

平，功能比较齐全，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气象业务服务体系，用实际行动

谱写出凤庆气象人创新超越的一曲曲美丽赞歌。然而，由于历史、社会、区位

等原因，我们的发展水平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服务能力离人民群

众的需求有较大差距，相信凤庆气象工作者一定会继续发扬成绩，攻坚克难，

用智慧和汗水再创佳绩o

5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当下丰收的喜悦，还有未来美好的憧

憬。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人才、一

流台站”的要求，勤勉努力，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凤庆气象事业发展新局面。

应编辑之约，寥寥数言表寸心，是为序。

临沧市气象局耋警兰、：荠罗君武
二0 0九年十月



序 二

气象，是大气现象的统称。气象，与人类一切活动息息相关。

人类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气象规律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庄子就在《庄子·天云》中，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提出了古人

对天、地、日、月、云、雨、风等自然现象的困惑和见解。其时的人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祈望的是：“昆虫毋作，水归其

泽”，靠天吃饭，适者生存，而对大自然的理解和适应，是至关重要的，但这

种理解与适应是个长久而艰苦的过程。而庄子在那时已经有意识地希望按照规

律来治理国计民生，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

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o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对气象的变化与日常生活的

关系逐渐加深了认识，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如将一年分为春、夏、

秋、冬四季，一季又分盂、仲、季三个月，对每个月的天气异象所带来的影响

作出预测：“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

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o同时总结出诸多如“月晕而风，础润而

雨”、“巢居而风，穴居而雨”等精辟的气象谚语。正是这些从实践中总结的客

观规律、预测方法和谚语形成了千百年来气象观测的依据，伴随人类渡过了漫

长的历史。 ．

风庆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民族杂居，交通闭塞，气象科技事业起步较

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没有任何气象工作机构，仅限于个别部门开展气

温、降水、风向风力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

速度要求气象科技协调发展。应时代之需，1958年成立了县人民政府气象工作

机构。50年来，凤庆县三代气象人发扬“爱岗敬业，求实创新，勇于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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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的精神，致力于不断提高气象监测水平，致力于不断提高天气预报

准确率，致力于不断提高气象信息覆盖率，致力于不断提高气象服务能力。不

辞辛劳，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使气象观测、预报、服

务全面步入现代化，充分发挥了社会经济建设的参谋作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和改革开放30年，总结50年来凤庆县气象

工作的历史，为存史，为资政，为教化，局领导班子下决心，安排了人财物，

在县史志办支持下启动了《凤庆县气象志》编修工作，经编写人员和初审人员

近半年努力便告成书，与读者见面。这是凤庆气象文化生活中的大喜事，是气

象事业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o

《凤庆县气象志》，详今略古，横排纵写，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体例规

范，观点正确，文风朴实，通俗易懂，资料丰富，史实准确；融史料性、专业

性和可读性为一体，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全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凤庆县

气象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凤庆气象人依靠科技托举气象事业奔腾向

前的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实事求实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

30年来凤庆县气象事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展开《凤庆县气象

志》，里面记载着气象人拼搏进取的乐章，记载着丰盈健硕的成果，使你看到

一项项科研工作在业务中开花结果，一批批优秀人才在实践中脱颖而出。把凤

庆县气象战线经50年磨砺所造就的风庆气象人的精神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同时《凤庆县气象志》又是一本帮助科技人员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的资

料书和工具书o

《凤庆县气象志》得以顺利编纂出版，得益于市气象局的关心支持，得益

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得益于全局干部员工的支持，得益于县史志办公

室的支持帮助。在此，我表示诚挚的感谢!

凤庆县气象局耋℃??羔谢．天满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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