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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吉县气象局、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气

象局、湖州市气象局、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研究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江杰、黄潇、叶戴麟、张莹、应珊婷、何凤翩、杨咏钢、孙佳怡、骆丽楠、万奎、

陈中赟、李义、曹卫东、李云、华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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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促进基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统一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升基层对台风、暴雨（雪）、寒潮、大

风、低温、高温、干旱等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最大限度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为实现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的气象保障支撑，特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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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气象防灾减灾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美丽乡村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总体原则，基础能力以及风险识别、信息传播与反馈、

应急处置、培训和科普等方面的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美丽乡村气象防灾减灾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952  农村民居雷电防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1143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MZ/T 052  自然灾害避灾点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象灾害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由气象因素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损害的现象。 

注1：包括台风、暴雨（雪）、寒潮、大风（沙尘暴）、低温、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和大雾等。 

注2：改写QX/T 356—2016，定义2.2。 

3.2  

防灾 disaster prevention 

灾害发生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止灾害发生或预防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社会和

环境的影响。 

[GB/T 26376—2010，定义2.4] 

3.3  

减灾 disaster reduction 

在灾害管理的各个阶段，采取一列措施减轻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

响。 

[GB/T 26376—2010，定义2.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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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风险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risk 

气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和量级。 

[QX/T 356—2016，定义2.5] 

4 总体原则 

4.1 坚持需求导向，规划引领。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生态文明等方面充分考虑气象灾害

风险防范和气象灾害防御宣传，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强化规划引领，做好气象灾害防御总体设计。 

4.2 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充分考虑气象灾害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综合影响，强化综合防御。坚

持以防为主，相邻村之间建立气象灾害防御联防机制，加强信息、技术互通，协调开展气象灾害防御。 

4.3 坚持因地制宜，因灾施策。根据各村不同的高影响气象灾害类型、特点，科学制定气象灾害防御

策略，完善防御机制，提升防灾水平。 

4.4 坚持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统筹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预案、响应、保障全链条，促进基

础设施硬实力和制度体系软实力同步提升。 

5 基础能力 

5.1 设施建设保障 

5.1.1 监测设施  

5.1.1.1 按照当地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建设规划，为气象、环境、生态、视频等监测设施的建设提供便

利。 

5.1.1.2 落实区域内各类气象灾害监测设施的安全管理、日常巡查和探测环境保护。 

5.1.2 气象信息服务设施  

5.1.2.1 至少具备 1种稳定、可靠的气象信息接收终端，并保证终端的正常运行，气象信息及时接收。 

5.1.2.2 统筹共享区域内应急广播、电子显示屏等设施资源，依法传播和直接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并及时传递给当地村民及外来人员。 

5.1.2.3 共建共享村气象信息服务站，负责气象信息服务，气象灾害预报预警的接收传递，气象防灾

避险、自救、互救的协助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气象便民服务等；配备能够与

当地气象信息服务网络互联互通的设施；设置气象服务产品网络平台或资料架等以方便查阅、咨询。 

5.1.3 防灾警示与避灾场所 

5.1.3.1 在关键位置和气象灾害多发易发区统筹设立防灾警示牌、避灾路线图，清楚标明转移路线。  

5.1.3.2 按照 GB 51143和 MZ/T 052的要求设计建设避灾场所。 

5.1.4 防雷减灾设施 

5.1.4.1 村新建农民住宅按照 GB 50057的要求设计安装防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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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学校、医院（诊所、医疗服务中心等）、水闸、泵站、公交候车（船）棚（亭）、凉亭、礼

堂、旅游景点和通讯、电力杆塔、变压器等设施，按照 GB 50057、GB 50952和相关标准，设计、安装

防雷装置，并定期进行检测。 

5.2 人员队伍 

5.2.1 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  

5.2.1.1 落实 1名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可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任。 

5.2.1.2 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负责协助当地乡镇、气象主管机构（或气象部门）组织开展气象防灾减

灾工作。 

5.2.1.3 将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气象信息员等人员的手机号码等汇总至乡镇，由乡镇统一报气象主

管机构（或气象部门），并及时更新，确保及时接收当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气象预警信息 。 

5.2.2 气象信息员 

5.2.2.1 配备至少 1名气象信息员，可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任。 

5.2.2.2 气象信息员负责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的接收和传递；配合做好气象灾害风险调查等气象防

灾减灾工作；负责辖区内气象灾情的收集和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承担现场灾害处置的辅助工作，协助群

众紧急转移和灾害应急救助，参与避灾场所的日常管理和防灾减灾宣传；组织开展气象科普文化活动，

参与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培训；配合做好辖区内设施（见 5.1）的维护工作。 

6 风险识别与防范 

6.1 每 3～5年开展 1次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普查内容涵盖： 

a) 历史气象灾害灾情信息，包括造成灾害的致灾因子、发生时间、地点、伤亡人数、灾害损失等； 

b) 自然环境基础信息，包括河流、山体，特别是陡坡、洼地等特殊地貌，洪涝、泥石流、干旱、

森林火灾等气象灾害的多发易发地带等； 

c) 社会环境信息，包括特殊人群情况，密集住宅区或街道、集市等人员活动区，老旧建筑物，桥

梁、堤防、学校、医院、厂矿等重要设施，相对较安全的区域等； 

d) 气象防灾减灾资源信息，包括避灾安置场所，应急物资储备场所，紧急转移路线，气象监测设

施、气象信息传播设施等。 

6.2 绘制村级气象防灾减灾风险地图，标注基于普查结果信息的气象灾害风险信息，并标明涉险求助

电话等防灾减灾信息。 

6.3 当自然环境基础信息、社会环境信息、气象防灾减灾资源信息发生重大变化后，及时更新气象防

灾减灾风险地图。 

6.4 气象防灾减灾风险地图通过科普长廊、宣传窗（牌）、等形式告知村民，规避灾害风险隐患。 

6.5 引导村民参加人身、财产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等，转移风险，减少损失。 

7 信息传播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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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传播 

7.1.1 在接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后或当地已发生重大气象灾害，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气象信息员

通过应急广播、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软件等各类渠道快速向村民及外来人员传播预警信息。 

7.1.2 如遇断电、常规通讯方式中断等紧急情况，使用对讲机、锣鼓、入户通知等方式将信息及时传

播到每户村民。 

7.2 反馈 

7.2.1 重大气象灾害发生后，村气象信息员将气象灾害发生情况及图片、视频等资料通过气象信息员

平台或电话、网络等途径及时向气象主管机构（或气象部门）反馈。 

7.2.2 协助气象部门做好气象灾情调查、评估工作。 

8 应急 

8.1 应急预案 

8.1.1 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的启动标准、应急组织与职责、预防与预警机制、应急

指挥、应急处置、保障措施等。 

8.1.2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5年。期满后，或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或当地遭受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后，及时调整更新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8.2 应急演练 

每年组织至少 1次有村民参与的气象灾害应急演练，使气象防灾减灾相关责任人熟悉气象灾害应急

处置程序，使村民知晓当地气象灾害特点、自救措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 

8.3 应急响应 

8.3.1 当接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或气象灾害已经发生状态下，按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行动

计划，启动应急响应。 

8.3.2 应急响应状态下，村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气象信息员采取以下行动： 

a) 组织分析气象灾害和可能发生的灾情形势，部署落实应对防范工作； 

b) 通过各类渠道向村民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有关防灾指令，必要时组织村民转移安置； 

c) 组织村民抢险自救； 

d) 及时向上级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灾害情况。 

8.3.3 应急响应状态下，村民采取以下行动： 

a) 积极收听（看）或查询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并按照信息提示采取行动； 

b) 准备自防自救物品和食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根据气象灾害影响，做好转移安置准备，积

极采取自救互救措施； 

c) 服从安排实施避灾转移安置。 

8.3.4 应急响应状态下，可能受到气象灾害影响的密集住宅区或街道、集市等人员活动区，学校、医

院、厂矿等气象灾害重点单位，及时组织人员疏散，或在气象灾害重点单位内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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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灾后处置 

8.4.1 气象灾害发生后，组织村民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气象灾害造成的各类设

施损坏，及时上报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并及时修缮恢复。 

8.4.2 气象灾害发生后，与应急救援机构、社会应急救援公益组织等联合开展灾后应急救援工作。 

8.4.3 气象灾害发生后，对受灾情况开展调查，记录受灾情况，按规定上报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并

作为更新气象防灾减灾风险地图、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行动计划的依据。 

9 培训和科普 

9.1 培训 

村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气象信息员、民兵连长、村民小组长等相关人员每年至少参加 1次防灾减

灾知识培训班。培训内容包含气象防灾减灾基本知识、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技能等。 

9.2 科普 

9.2.1 在村中心广场、文化礼堂等人员密集场所利用科普长廊或其他宣传窗等地建设气象科普点，营

造气象科普文化氛围，定期开展气象科普宣传。 

9.2.2 宣传内容重点包括本地主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和防御指南、各类灾害风险及其分布、

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普及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等内容。 

9.2.3 宣传形式向村民发放气象防灾减灾科普资料，在国家防灾减灾日、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周等

时段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9.2.4 以气象科普讲座、主题活动、气象灾害防御专题片放映等形式将气象防灾减灾内容融入村民日

常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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