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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手段不断丰富。
全市共建成9个气象灾害短信服务平台、9个公共气象服务平台、1个气象自动答询系统、1个直通系统
、47个气象信息服务站、185块电子显示屏，气象助理员和信息员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苏木）、村（嘎
查），全市各旗（区）均开办了电视气象节目，全市平均每天有4000多人次接受气象咨询电话服务
，10多万人借助手机短信获取气象信息。
 同时，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工作得到加强，建成了鄂尔多斯气象科普馆和各旗区气象科普园地，从
网络等各种媒体编印宣传文本为载体，公众应用气象信息的能力逐步增强。
 （3）气象防灾减灾服务能力日渐提升。
气象防灾减灾服务能力深入到农、林、牧、水、煤炭、化工等多个行业，服务产品达十几种。
重点加强寒潮、大风、暴雨、雷电、冰雹、霜冻的监测预警预报服务工作，气象已成为各级党政部门
防灾减灾工作的第一道防线。
中小学校防雷、工程建设防雷、突发公共事件、重大社会活动的保障服务得到加强。
 （4）气象防灾减灾应急联动机制逐步建立。
《鄂尔多斯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纳入市政府预案体系，市应急办与市气象局建立了气象灾害应
急联动机制，民政、国土、交通、公安、水利、水保、防汛、农牧、安监、移动、联通、煤炭等多部
门与气象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合作，新闻媒体及通信企业为气象灾害信息传播提供了“绿色通道”。
 （5）气象灾害防御组织体系初步形成。
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基层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全市已组建乡镇苏木气象助理员51名，村嘎查气象信息员1099名，主要承担气象预警预报信息传播、
灾害收集、科普宣传等工作，成为气象灾害防御基层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气象灾害防御政策法规日趋完善。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
鄂府发【2010】39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国
办发[2011]33号文件的通知的通知》（鄂府办发[2011]98号）等规范性文件，为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提供了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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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鄂尔多斯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内容翔实，资料可靠，为科学防御气象灾害、部署防灾减灾工作，
促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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