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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市气象局：

传播气象好声音

黄山屯之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走进“自然课堂” 感受生态之美

气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日常出行、农作

物播种……都与天气息息相关。多年来，巢湖

市气象局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普工

作重要论述，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推动气象科

普与气象服务融合发展，扎实开展全民气象防

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工作，形成了以气象科普

馆、国家气象观测站为基础，区域（校园）气象

观测站、气象科普长廊等各类设施和资源为支

持的多层次、多功能科普宣传体系，并积极向

公众普及天气气候、气象灾害防御、气候变化

等科学知识，增进大家对气象在防灾减灾和应

对气候变化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

高度重视 保障科普工作

为推动科普工作长效化、常态化，巢湖市

气象局狠抓机制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做到年

度计划有安排，科普活动有方案，年终总结有

成果。该局积极推动科普队伍建设，确立专兼

职科普人员，明确各自职责，现有科普工作人

员18人，其中有高级职称人员3人、研究生学

历3人，建立了一支以巢湖气象志愿队为核心，

学校老师、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的科普宣讲团

队，充分发挥了气象科普志愿力量。

巢湖市高度重视气象科普工作，不断加大

科普经费投入，加强科普平台硬件投入和建

设，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和水平，建成了集“科普

性、学术性、互动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巢湖市

气象科普馆，气象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

普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单位气象科普活动的蓬

勃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动担当 服务主责主业

坚持气象为民，全方位保障“生命安全、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气象工作的着力

点和根本要求。该局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2020年防汛期间，巢湖

市气象局以超常规服务应对超历史汛情，充分发

挥了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2022年

罕见旱情期间，市气象局主动作为，开展人工增

雨缓解旱情，作业次数、作业范围、弹药用量均创

历史纪录。多年来，巢湖市气象局以经济社会发

展为中心，全力为市委、市政府气象防灾减灾决

策和重大社会活动保障当好参谋。

巢湖市气象局积极打造智慧气象，在全省

县级气象局中率先建成X波段天气雷达、风廓

线雷达、微波辐射计等垂直探测设备，布设风

廓线、臭氧、颗粒物激光雷达开展观测试验，初

步形成垂直综合探测能力。同时，聚焦巢湖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地和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城市

建设，该局加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做好三农

气象保障服务，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助力抗旱

保收、改善空气质量作业。

创新引领 做好气象科普

巢湖市气象局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气象科普，以世界气

象日、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周等为契机，邀请

学生走进气象科普馆、气象台、观测场等场所

参观，开展气象科技启蒙活动，全年对外开放

天数达260天。市气象局还积极组织开展气象

科普和气象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

农村活动，加大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力度，

提升群众对气象灾害的认识和防范应对突发

天气的能力。依托巢湖气象官方微博、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巢湖市气象局积极打造气象科普

宣传新阵地，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以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对气象科普的宣传，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良好反响。

此外，巢湖市气象局深耕内容创作，强化

气象科普品牌创建，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气象科技启蒙、科学应对气象灾害”服务

项目，以中小学生、未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加强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教育为重点，

着力打造具有部门特色的服务精品。加强部

门联动，聚力科普扶智助学，该局联合地方妇

联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科技助飞梦想”一日营、

“气象科普·手工 DIY”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

联合乡镇政府开展面向贫困家庭学生的科普

教育宣传；联合团市委开展巢湖市“流动的少

年宫”少先队活动课系列活动。利用自身气象

科普资源，巢湖市气象局还原创发布了《侃天

解气》《听诗知春》等多个微视频科普作品，创

意短视频《我是一颗炮弹》荣获2023年首届安

徽省气象短视频创作观摩活动“最佳作品”。

凝聚气象力量，劲吹文明之风。多年来，

巢湖市气象局不断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先后

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

地、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

省科普示范单位、安徽省科普基地、安徽省气

象科普教育基地、合肥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合肥市中小学生校外素质教育基地等荣

誉称号。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巢湖市气象局开展气象知识讲解活动。

群山环抱，绿林葱郁，乘着秋日凉风，记者

走进歙县桂林镇连川村东郊的屯之谷景区，这里

自然环境优越，既是宝贵的天然“氧吧”，也是歙

县最纯净的郊野乐土之一。屯之谷景区占地

150余亩，相传600年前出身布衣的朱元璋曾在

此屯兵作战，称帝后，朱元璋对当地各方面进行

改革，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

收，一时间区域内呈现出“人丁兴旺，一派繁荣”

的景象，故被称为屯之谷。独特的田园风光以及

雄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这里成为周边居民研学

旅游、亲近自然的热门场所。

优化各项科普设施
探索打造“第二课堂”

屯之谷景区是由黄山屯之谷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运营一体化打造的乡村旅游

景点，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当地镇政府的支持

下，于2022年4月建成。其中科普基地设有三

大区域：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展示和体验基地、

以科普教育为主题打造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以观赏科普为主的萌宠动物乐园。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科普宣传

工作的主要对象，目前，屯之谷已与桂林中心

校、新安中学、长青中学、歙县中学、歙县二中、

紫阳学校等学校达成了研学协议，今年以来，

已接待师生32场次15000余人。为了让游客

能够亲身体验农耕的乐趣，学习农耕历史文化

科普知识，屯之谷景区内还专门建有农耕文化

展示和体验基地，在基地展示馆内收集展示了

100余件农耕民俗器具和用品，展出了结合“二

十四节气”耕种劳作等图片，通过大量实物和

图片展示，让游客了解农耕文化，读懂厚重的

农耕文化历史，有助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了解中华五千年灿烂历史。在农耕体验区，游

客还可以参与一米菜园种植、插秧、采摘蔬菜

等农耕体验课程和收获玉米、红薯等趣味项

目，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艰辛，体验丰

收的喜悦，进一步地感受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用足各项科普资源
聚力建设“研学乐园”

除了迷人的自然风光，屯之谷充分利用好

自身优越的自然资源，不断创新各项科普活

动，建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并以此为主要平

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的研学项目。基地以交

通安全教育和自然教育为主题，构建“触摸真

实世界，回归教育本源”的课程体系，以传统文

化为依托，根据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育理

念，强化体验感、场景化，让每一个走进屯之谷

的青少年，与生机盎然的田园与草木花鸟为

伴，寻找与自然万物的连接方式，创造让世界

变得更美的自然艺术作品，开启传统节气与人

文历史的诗性智慧，在团队合作和课堂学习中

获取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绿水青山掩映下的屯之谷充满勃勃生机，

在萌宠动物乐园，还饲养了梅花鹿、马、骆驼、黑

熊、猴子、孔雀等10余种动物，游客们可以通过

与这些动物近距离接触更直观地了解动物的生

存环境、体貌特征、生活习性等相关知识，拓展对

动物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养成爱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进一步提高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维护自然生

态安全的社会责任感。

梅花鹿主题乐园、孔雀馆、养生基地、研学

基地……近年来，黄山屯之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拓

展景区资源，全力打造“健康、快乐、绿色、休

闲”的现代旅游庄园，力求回归传统与自然，将

景区的独特性、趣味性、传统性和企业文化充

分融入当今人们的生活交往之中。下一步，黄

山屯之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本着弘扬科学、

传播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不断完善基地软

硬件设施，进一步提升接待能力；谋划更加科

学、全面、有效的研学课题；建立科普志愿者服

务队伍，以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防灾减灾

日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教育活

动；继续与学校做好科普联谊，开展特色鲜明

的科普活动，将屯之谷打造成为当地“体验农

家生活，沐浴自然风光，领略徽俗千古风情”的

绝佳去处。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紫阳学校组织学生到基地开展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