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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丹

“马陆葡萄”是上海市嘉定区的一张
“名片”，但种葡萄最怕下雨天，自从有了
“葡萄降水量指数”，农户们心定了，当实
测累计降水量达到约定触发值时，保险
公司会快速将赔款赔付到户。同样因为
气象保障服务的智慧发展而心定的还有
江苏如东县东北部阳光岛上的工作人
员，0到20天无缝隙递进的气象保障服
务，让这个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清洁
能源“输气”站每日安全、高效作业。
上周，记者跟随“绿镜头 ·发现中国”

暨“智慧气象赋能长三角绿色生产力发
展”主题活动走访发现，长三角一体化气
象服务插上“智慧+”的翅膀，正推动
2021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气象保障行动方案》从“施工图”
转化为“实景图”，各省市不断错位发
展、优势互补，推进各气象服务分中心更
高水平建设，在金融、文旅等领域加快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气象数据要素
潜能和乘数效应，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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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测风云”有定心保险
天有不测风云，风险能否转

嫁？上海在“气象?金融”领域的

探索，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最近，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

台“上新”了一个气候风险管理专

版，将气候风险管理嵌入绿色投

融资项目申请和服务环节。上海

市联合征信有限公司战略部负责

人宁列介绍，风光电、绿色交通、

水利、海绵城市等都属于气候高

敏感型的绿色项目。“企业和投资

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申请相关服

务，气象部门通过大数据和专业

分析，提供气候变化监测、气候风

险识别及评估和气候变化应对等

服务，协助投资方和业主对项目

从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进

行气候风险系统的识别、评估和

管理，实施有效的气候风险管理

策略。”

南美白对虾是上海奉贤区特

色农产品。和马陆葡萄一样，对

虾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状

况。现在普遍投保的政策性白对

虾养殖保险的每亩保险金额远远

低于白对虾养殖的实际成本，但

受限于政策瓶颈，无法大幅提

高。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技术交

易所挂牌的“南美白对虾气象指

数保险模型”，是上海气象部门首

次通过上技所实现了技术类服务

项目的市场转化，也让南美白对

虾养殖户多了一颗“定心丸”。南

美白对虾的气象指数保险按白对

虾生长周期将保险责任期划分为

两个时间段，确定了降雨、寡照、

低温三种气象触发条件及其对应

成灾阈值，可以与政策性保险互

为补充，提高该产业的保障水平。

除了南美白对虾有了“天气

保险”，嘉定的葡萄降雨量指数保

险、青浦的花卉气象指数保险正

利用“跨链技术+智能合约”，以天

气指数为触发条件，创新智能理

赔场景：当气象预警触发时，智能

合约发起自动理赔，推动保险公

司快速将赔款支付给保户，提升

农户理赔和保险公司资金周转效

率。据透露，长三角气象部门还

将联合制订长三角城市群气象保

险标准体系，打造全国创新示范。

“+能源”预报产品做精细“定制”
10月29日下午，台风“康妮”

送来的风雨尚未抵达。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江苏如东县东北部

的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阳

光岛显得格外美丽，岛上工作人

员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液化天然气

（   ）的卸货作业，海鸟时不时

落在卸料臂上悠闲踱步。在这

里，来自卡塔尔的“乌姆”轮正在

卸载最后的液化天然气。这艘世

界最大的LNG运输船舶全长345

米，完成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

的工作后，当晚就将赶在风雨来

临前安全驶离。随后，储存在阳

光岛上LNG储罐中的天然气，会

源源不断地通过管道输送到江苏

省乃至华东地区的千家万户中。

别看这座人工小岛占地面积

仅3平方公里，却拥有6座巨大的

LNG储罐，总罐容达108万立方

米。如今，它不仅是长三角地区

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输气”站，

也是江苏气象部门精细化能源气

象服务的最佳实践地之一。LNG

运输船的进出港、LNG的安全储

存，都对天气要求严苛，因此，摸

清天气的“脾气”，才能保障运输

安全、增加有效作业时长。

“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气

象保障服务平台”是保障小岛正

常运作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个

平台上，全天候预报产品0到20

天无缝隙递进。每当LNG船舶接

卸期间，气象部门会推送每4小时

滚动更新的加密服务。此外，天

气咨询7?24小时“在线”，保障小

岛应对各种突发天气，让卸货、储

运有了“安全底气”。

根据LNG接收站港口码头和

LNG储存基地两大主要作业区域

的不同气象需求，江苏气象部门

还定制了针对性预报服务。如东

县气象局副局长符云鹏介绍，

LNG运输船进出港一定要满足风

力不超过6级、能见度不低于

2000米等条件，因此，大风、低能

见度等影响因素成为重点监测对

象。0到20天的多要素无缝隙递

进式预报服务便于小岛确定船舶

靠泊接卸最佳时段，制定适宜作

业方案；鉴于LNG储存更“担心”

雷电这类灾害性天气，一项未来2

小时、逐6分钟的短临预报和自动

化雷电三级预警提醒应运而生。

“+农业”“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秋风起，蟹脚痒。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高新区杨溇村的杨桂

珍螃蟹庄园里，壮硕的螃蟹正等

待捕捞，送到长三角人的餐桌上。

杨桂珍螃蟹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卢瀛峰说，气象条件及水体

环境的变化对螃蟹生长发育有着

明显影响。“比如，要想螃蟹长得

肥美，就要摸准气温的变化，20℃

至26℃时候，螃蟹生长最快。”为

此，2022年，湖州市气象局在蟹塘

边建设安装了一套“湖蟹生态养

殖小气候监测站”系统，能够全天

候监测与螃蟹生长相关的温度、

气压、湿度等气象要素和水温、水

位、pH值等水环境要素。监测数

据可在螃蟹庄园展示厅内的数字

化未来农场驾驶舱和室外电子显

示屏上实时显示。“原先养蟹靠天

吃饭，时常为天气发愁，现在养蟹

有了气象‘护航’，养好一只蟹就

更有信心了。”

今年夏天，湖州经历长时间

极端高温，螃蟹庄园根据加密的

气象保障服务，及时给蟹塘增氧、

注水降温、调整投喂量，保证今年

螃蟹的产量和质量。最近，湖州

气象部门又编写了湖州湖蟹养殖

气象服务手册，指导蟹农应对天

气变化，科学养殖。

在安吉，安吉白茶气象服务

也逐步向数字化精细化服务转型

升级，每一片茶叶的成长都变得

更“智慧”。安吉县气象局在黄杜

村、农高区、大溪村白茶祖附近建

立精细化梯度观测站网，构建“智

能网格预报+农业气象”业务服务

体系，相关数据融入“安吉白茶产

业大脑”数字茶园管理系统和“安

农百事通”数字平台。去年，湖州

市气象局还和市农科院联合推出

了“未来农场”精准靶向气象服

务，主要开展粮油作物、茶叶、淡

水养殖、设施果蔬等气象适宜度

指标和灾害指标研究，同时研发

相应的精细化预报服务产品及农

业气象数字化服务场景等，探索

“气象数据要素?智慧农业”。

“+文旅”“红叶何时红”有了依据
地处皖南的小县城黟县是千

年古县，被誉为“桃花源里人家”，

人口不到8万，却在今年国庆期间

平均每天迎接21万人次的游客。

“旅游接待有压力，但是，这

几年，村民增收明显，留守的人不

走了，出去的人陆续又回来了。”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饶罡明说，收入增加，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黟县的历史传承和得天

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而这背

后，更有气象赋能，开拓出了康养

旅游的“蓝图”。

黟县84.78%的森林覆盖率让

这个小县城空气清新洁净、含氧

量充足。据统计，2023年黟县的

负（氧）离子年平均数值为4072

个/立方厘米，均值高于世界卫生

组织界定的清新空气的标准。

“10月29日，树叶色彩指数

30%，色彩面积30%，观赏指数

40%，受地形气候影响，部分地区

红叶指数已达40%以上。”深秋时

节，“秋叶何时红”“赏秋何时

佳”……黟县的塔川红叶指数预

报正是为游客择期观赏提供了参

考。“通过对乌桕树的生长习性及

历史观测资料统筹分析，我们利

用黄山市智慧气象综合服务平

台，建立了综合预报模型，形成了

一套观赏期预报方法。”黟县气象

局局长章威介绍，乌桕树叶变红

受气温、降水、日照等因素影响，

通过对延伸期气候预测，可以预

测红叶观赏期及最佳观赏期。

根据今年的预报，塔川红叶

将在11月9日至20日前后迎来最

佳观赏期。

近年来，黟县气象局给文旅

开发加上了“气象因子”，不仅持

续挖掘气象景观资源，更打造气

候康养IP，比如，利用黟县美溪

乡、宏潭镇结合云海、晚霞等气候

资源，设立森林吸氧区和氧吧打

卡点，两地康养溯溪游、帐篷游成

为安徽省内今夏的旅游热点。据

介绍，安徽气象部门正在联合地

方开展气象旅游资源调查，积极

参与长三角气候康养资源精细化

评估区划与应用项目研究，梳理

出天气、气候、气象科普等气象旅

游资源1000余处，形成全省气象

景观资源数据库，绘制云海、日出

日落、星空等气象旅游资源图谱。

■ 气象监测助力花苗培育 马丹 摄

■ 黟县气象局为文旅开发加上“气象因子”

■ 江苏气象部门为LNG接收站定制针对性预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