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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顺气象部门接续推进气象数据向气候价值转换，赋能旅游产
业发展。

实现“监测精密”的同时，气象部门全力推进智慧气象建设，力求做到
“预报精准”“服务精细”。

在市气象局“安旅通”气象预报预警平台上，各项气象数据实时更新、一
目了然；打开微信公众号“安顺气象预警”，天气预报、天气实况和雨量分布
监测、雷达卫星监测数据，可一手掌握。这为游客制定旅游攻略提供了气象
数据参考。

在4A级旅游景区虹山湖边上，安顺首批6座智慧公交站台对标一流旅
游城市建设而建成，可查询周边公交、旅游景点、美食推荐和电子地图等信
息，还接入了气象预报预警实时信息，更加方便游客。

“我局不断推进气象科技能力和气象服务现代化，着力提升旅游产业气
象支撑能力。”市气象局副局长帅忠兰说，近年来，该局充分挖掘气候资源在
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安顺成功创建“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气
候生态品牌，并荣获“气候康养（避暑）典型案例”“避暑旅游优选地”等称
号。今年5月，成功争取到2024年气象旅游发展大会举办权和气候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试点。

叶帮说，为收集到更为丰富的气象数据，市气象局将统筹推动气候资源
开发利用，在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堡、格凸河等旅游景区，建设2个负氧离
子监测站、4个景区小气候监测站、3个生态气候多圈层观测站，建设旅游气
象场景化科学服务平台，为景区安全管理、规划游览路线、优质服务游客等
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后续安顺创建“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等
气候品牌夯实基础。

据悉，市气象局将持续挖掘、释放气象数据要素价值，高位推动“气象数
据X”行动，探索搭建气候生态价值转化桥梁，开发安顺气候旅游资源，推进

“气象+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健全旅游气象业务服务体系，助推气候旅游、
气候康养、气候旅居、气候生态农业等产业发展。

同时，将开展定制式、个性化旅游气象服务，打造黄果树“观彩虹”、格凸
河“观神光”、坝陵河“观云海”等特色气候景观路线，不断提升旅游气象服务
产品精细化水平，擦亮“21℃的城市·360度的人生”城市品牌。

此外，将深挖黄果树世界级旅游景区、安顺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大明
屯堡旅游度假区三大核心吸引物、四个“特色旅游区”、五个“深度体验旅游
带”的气候生态资源，不断提升甲类旅游开放城市竞争力。

安顺气象安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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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作为大西南黄金避暑带的核心城市，被来
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温柔环绕，孕育出温和宜人的
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舒适
期长达8个月，全域犹如一台“天然大空调”，是绝佳
的避暑旅游目的地。

如今夏已至，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正畅游在安
顺秀美神奇的山、水、林、瀑、洞、峡间，呼吸着沁人心
脾的新鲜空气，将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尽收眼底，尽
情享受游在安顺独一份的“清凉一夏”。

如何抓好气象工作，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安顺气象部门不断强化旅游气象综合监测能
力，为安顺全域旅游产业发展贡献气象智慧。

“通过强化旅游气象综合监测能力，我们精准摸

清安顺气候资源，助力安顺‘凉资源’变为‘热经济’。”
市气象局局长徐晓介绍，从该局监测的数据来看，安
顺年日照时数在1110至1350小时之间，紫外线辐射
低，光照条件适宜；年平均风速仅为1.4至3米/秒，夏
季平均风速为2.1米/秒，微风拂面，凉爽舒适。

徐晓说，安顺海拔高度适宜，每年日最高气温高
于30度以上日数屈指可数，全域90%以上区域夏季
平均气温为21℃，是名副其实的“21℃的城市”。

“分析显示，安顺夏季人体舒适度指数平均适宜日数
占比 99.9%、度假气候指数平均适宜日数占比
79.8%、旅游气候指数平均适宜日数占比83.3%。可
以说，整个夏天，安顺的温度都处在舒适的、适宜度
假和旅游的范围内。”

此外，安顺的夏天湿润怡人，夏季雨量占全年总
降水量的55.1%，“更妙的是，安顺的降雨大部分都在
夜间，既不影响白天出行，又洗去了白天的炎热，让
安顺夏日气候更加舒适宜人。”徐晓说。

“我们不断优化升级地面观测站网、实施雷达补
盲建设，强化气象综合监测能力。”市气象局副局长
叶帮说，安顺目前已建成6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231
套常规气象观测站，使气象观测站平均间距从党的
十九大以前的6.7公里缩小到现在的6.3公里；同时，
在关岭建有X波段雷达1部，在普定建有风廓线雷达
1部，正在建设新一代S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完善
的中高空探测技术，让时时捕捉“变幻风云”轨迹变
成现实。

安顺不仅气候条件优越，还有丰厚的自然资源，
全市森林覆盖率超60%，境内遍布100多个瀑布、
1200多个溶洞和众多江河峡谷、峰丛石林、森林湖泊、
暗河泉水，风景名胜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12%以上，
拥有黄果树大瀑布、龙宫2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及
13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2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如今，安顺享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避
暑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适宜居住城市、中国最美丽城
市、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中国美好生活城市之

“十大秀美之城”等国字号名片。
当前，安顺正以“21℃的城市·360度的人生”城

市IP为核心，打造贵阳安顺“山地旅游+集散地+避暑
度假”旅游功能区，快速推进一流旅游城市、国际一流
山地旅游目的地和黄果树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

“我们持续为景区开展天气实况、风险预报、雷
电灾害预警等服务，也加大人影工作力度，保障景区
游客安全。”叶帮介绍。

今年以来，安顺先后出现14次降雹天气过程，市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中心积极组织全市71个作业
站点开展作业，目前已作业481次，减轻冰雹灾害对
农业产业造成的影响，也让全市各景区游客有了更
加安全的旅游体验。

“今年4月至5月冰雹天气频繁，我站已作业6次，
用弹114发。”镇宁扁担山镇人工影响天气防雹作业站
负责人王志春介绍，站点距黄果树景区约5公里，人影
作业可覆盖半径8公里范围内，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农
业设施和景区景点遭受冰雹袭击的程度。

镇宁双龙山街道人工影响天气防雹作业站周边
有大寨村3A级旅游景区、千亩草莓采摘基地、4千余
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天印山露营徒步基地、万峰顶网
红打卡点等农旅产业。“今年，站点作业6次，用弹
150发，有力‘护航’了辖区农旅产业的发展。”双龙山
街道武装部长吴三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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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气 象 服 务 能 力 助 力 一 流 旅 游 城 市 建 设

全力推进智慧气象建设
不断提升甲类旅游开放城市竞争力

普定县气象局风廓线雷达普定县气象局风廓线雷达 □□陈婷陈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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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宁扁担山镇人工影响天气防雹作业站开展作业训练镇宁扁担山镇人工影响天气防雹作业站开展作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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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凸河景区格凸河景区 □□潘军翔潘军翔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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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云峰屯堡景区的气象观测站建于云峰屯堡景区的气象观测站

即将建成的即将建成的SS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效果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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