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533536749

10位ISBN编号：7533536746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编委会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06出
版)

作者：《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编委会 编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

前言

福建是气象灾害的频发区，台风、暴雨、雷电、干旱、大风、冰雹、大雾、高温热浪和低温冻害等灾
害经常发生，由气象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以及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火灾等次生
、衍生灾害也相当严重，对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强气象灾害的防御工作，特别是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
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对建设和谐海西创造良好的气象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建设基层气象信息员队伍，是按照“预警到乡、预案到村”的要求，落实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措施的内
在需要，也是广泛开展群众性、基础性、社会性科普活动，加大科技知识在基层传播速度和覆盖广度
的基础性工程。
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灾害预警体系，强化防灾减灾的决策指挥和灾情评估工作，充分
发挥气象对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的作用，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气象灾害处置能力和
群众避灾自救能力，气象信息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他们担负着向基层责任区内的社会公众传递气象预警信息，努力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协助做好气象法律法规、气象科普知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的科普和技术咨询的义务，是公共气象
服务向外延伸至关重要的节点和辐射源，最终将担负起帮助气象信息传输走完“最后一公里”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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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象信息员来自于农村、厂矿、社区、学校，对如何传播气象信息以及如何利用气象知识趋利避
害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
《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就是要提高福建气象信息员的业务技能、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气象
信息员开展日常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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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灾后救是指气象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开展灾情调查评估、筹款筹物救济灾区、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等工作，也包括气象灾害发生以后（包括灾害期间）对人员损伤进行及时有效的抢救。
我国劳动人民在与气象灾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可概括为如下所述的九字原则。
一是学。
要学习各种气象灾害及其避险知识。
二是备。
做好个人、家庭物资准备，建议家庭必备十项防灾器材：清洁水、食品、常用药物、雨伞、手电筒、
御寒用品和生活必需品、收音机、手机、绳索、适量现金。
如有婴幼儿，还须准备奶粉、奶瓶、尿布等婴儿用品。
如有老人，要为老人准备拐杖、特需药品等。
尤其要增强防灾心理素质，还有，灾前要选好避灾的安全场所。
三是听。
通过正规渠道，如电视、广播、报纸、121电话、车上天气警报显示、手机短信等，及时收听（收看）
各级气象部门发布的灾情信息，不可听信谣传。
四是察。
密切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某种异常的现象，要尽快向有关部门报告，请专业部门
判断，提供对策措施。
五是断。
在救灾行动中，首先要切断可能导致次生灾害的电、煤气、水等灾源。
六是抗。
灾害一旦发生，要有良好心态，坦然面对，不要恐惧、紧张、惊慌，要乐观，召唤大家一同进行避险
抗灾。
特别不要对外来救助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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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气象信息员知识读本》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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