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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指南》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人民幸

福安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气象的敏感性越来越高，气象受

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气象知

识的科普需求进一步提高，尽快提升基层气象灾害风险认知水平

和社会公众气象灾害应急避险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气象防灾减灾能

力提升方案（2022—2025 年）的通知》（豫政办〔2022〕59 号）

要求，统筹建设“气象监测预警中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

心、人工影响天气指挥中心、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气象局、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

发《河南省基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总体安排意见

(2022-2025年)》（豫发改农经〔2022〕615 号），再次强调建

设“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科学制定《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指南》，将

进一步规范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基地运行的各项要求，有利于

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基地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推动广

泛开展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传播气象文化，提升全社会

气象防灾减灾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引导公众科学应对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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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负责辖区内气象科普宣传工作的驻马店市气象局在综合调

研中发现，各县区虽然均在推进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进度，但是运行标准不一，对布展项目不明，不能形成协调统一、

优势互补，体现地方特色的气象现代化风格，不利于提升气象科

普活动效益和增强参观者的防灾减灾气象科学素养。为尽快推动

基地运行投入使用，拓宽气象科普范围，扩大科普资源，提升气

象科普质量和效益，驻马店市气象局组织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气

象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指南》编撰工作，以期在促进防灾减灾气象

科普宣传、科学技术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水平、推动科技发

展惠及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

基地运行指南》列入 2024 年第二批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立项编号：20242004，归口单位为驻马店市气象局。该

标准由驻马店市气象局组织编写。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科学性：综合考虑相关科普服务指南、部分科普教育基地建

设标准规范和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创建规范等，结合实际考虑各县

区的气象科普发展情况及各相关建设要素等，确保运行指南有利

于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知识科普教育。标准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思想性和实践性，指导性强，适用于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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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的运行及管理，其他气象相关科普教育基地（场所）可参照

执行。 

规范性：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符合标

准编写要求。 

依据：DB4117_T 350-2022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QX/T 

578—2020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创建规范、GB/T 31162—2014 地

面气象观测场(室)防雷技术规范、QX/T 443—2018 气象行业标

志  

三、工作简况 

本标准的制定是根据 2024 年第二批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立项编号：20242004）进行的，由驻马店市气象局

负责起草。组成了《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指南》

标准起草小组，主要起草人莫小沛、徐凤英、何献盈、李梦柯负

责进行本标准的各项工作。本标准的主要工作过程为： 

1）根据 QX/T 578—2020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创建规范、GB/T 

31162—2014 地面气象观测场(室)防雷技术规范、QX/T 443—

2018 气象行业标志等，结合各县区防灾减灾气象科普实际工作

需求，进行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形成《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

育基地运行指南》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网上征求意见后，召开专家评审会，征求省市县 6 个部

门 7 名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和单位的 9 条意见建议，并对反馈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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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进行汇总，经综合考虑，大部分意见建议均采纳补充至标

准内容。 

3）根据意见汇总和处理结果对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修

改，制定送审稿，同时对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和补充。 

4）根据审查意见，对本标准送审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编制本标准报批稿，申请批准为地方标准。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莫小沛 女 工程师 驻马店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思路凝练、标准编制 

徐凤英 女 副台长 驻马店市气象台 拓展方向、部门协调 

何献盈 男 工程师 驻马店市气象局法规科 审核说明、精准保障 

李梦柯 女 助理工程师 平舆县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资料搜集、整理分析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运行的总体要求，以及基本条件、科普内容、科普形式、运行指

南、人员配置等的要求。重点围绕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

地开展运行相关内容。 

确定依据主要为 QX/T 578—2020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创建规

范、GB/T 31162—2014 地面气象观测场(室)防雷技术规范、QX/T 

443—2018 气象行业标志，可根据当地气象科普的需求和基地建

设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地化应用。其他气象相关科普教育基地（场

所）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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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照中国气象局、河南省气象局对气象科普工作的相

关要求，与《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创建规范》（QX/T 578—2020）、

《地面气象观测场(室)防雷技术规范》（GB/T 31162—2014）、

《气象行业标志》（QX/T 443—2018）等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无

冲突，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建议在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

普教育基地开放运行中执行本标准，由气象主管部门开展监督，

要求相关管理服务人员等学习贯彻本标准，在防灾减灾气象科普

宣传工作中进行实际应用。此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基层防灾

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运行，为全社会提高气象素养和气象防

灾减灾能力提供支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基层防灾减灾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指南》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7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