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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85075331613850753316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福建工程学院遗失福建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发票日期

2018年10月24日，发票号1864103，
金额20000元整，现声明作废。

福建松达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车辆

牌号闽E89599(黄色)不慎遗失东山

县交通运输局于 2021年 9月 26日

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道路运输证号:闽交运管漳字:
350626200748号,声明作废。

福建省气象台原总工程师刘
爱鸣1982年投身气象事业，30多
年间，她亲历了福建气象精准观
测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上世纪80年代，我省在福州、
厦门、南平配备了三部天气雷达，
用以加强台风和暴雨的监测和预
报。“当时通信手段有限，高山上
的雷达监测到降水回波后，信息
只能由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转述’
给远方的预报员。”刘爱鸣说，“地
面观测站只有县站有，每3小时一
次观测发报，那时没有电脑，要手
工填图绘图。空间尺度、时间尺
度、时效性都非常有限，预报基本
靠主观分析和经验。”

“1993年，我省启动建设全国
第一个省级‘中尺度灾害性天气预
警系统’，应用于短时暴雨、雷暴、
冰雹、龙卷等中尺度灾害性天气预
警，是福建气象现代化的起点和里
程碑。”刘爱鸣介绍，1996年，福建
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的开播，当
时引领全国之先，结束了天气预报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时代。

2003年开始，数值天气预报
在预报中开始发挥主力作用，进
一步提升了对台风、暴雨等灾害
天气预报的能力。

“2016 年的中秋，相信很多
人还记忆犹新。”刘爱鸣说，“当时
中秋临近，台风‘莫兰蒂’来袭，气
象部门在沿海防汛指挥作战图上
画出以厦门为中心半径 50公里
范围的‘灾害核心区’。厦门市政
府于‘莫兰蒂’登陆的前一天，发
布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防台风紧
急动员令，全市实行停工、停产、
停课、休市，台风来袭时，全市人
员几乎零伤亡。”

2022 年 7 月，当时国际上最
先进的天气雷达，也是全国首部
S波段双偏振相控阵天气雷达在
福州闽侯启用。雷达转一圈只要
1 分钟，就能把全部天气情况完
整扫描并显示在雷达图上。

经过福建气象人数十年的努
力，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科技发展
及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智能化“伴
随式”气象服务到来。

气象可随行 冷暖均自知
从传统的通过电视等渠道“等预报”，到如今的气象消息“随行掌握”，福建气象

全面融入“数字福建”建设，气象服务跨入“定制化”时代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近日，一场巴黎时尚界的盛
会，以“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
专场活动谢幕。在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法
时装周，以“时尚共振，中法
服饰文化交流点亮生活”为
主题，聚焦中国传统美学、法
国先锋设计，非遗国潮传承、

时尚跨界等角度，向世界展
示泉州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
代时尚。

闭幕式大秀上，在法国经
典歌曲《阿莱城的姑娘》伴奏
下，泉州木偶手持鲜花走上秀
场，拉开了国潮时尚秀的序
幕。首先登场的5套海洋主题
服饰，以福船为创作灵感，将

船的元素与海浪融合，在蓝色
色调搭配下，仿佛能听见蓝天
白云下，福船行走时激起的些
许浪花。世界遗产建筑系列
服饰以泉州天后宫屋顶、开元
寺塔尖等形式为灵感来源，老
君岩、洛阳桥、九日山等元素
融进服装里，通过摩登历史的
语言传达世界遗产文化。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泉州正
着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
典范城市。在世界遗产传承
方面，重点推进泉州世界遗产
活态传承，通过挖掘讲述“泉
州世遗故事”，打造世界遗产
研学基地，开发世遗文创产
品，研究世遗主题游径。

海丝泉州国潮时尚秀 亮相中法时装周

历史见证壮阔的征程，时间镌刻奋斗的足迹。今年，我们迎来新中国75周年华诞。七十五载，新中国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长歌奋进一路生花。

闽山闽水物华新，潮起东南正扬帆。新中国成立75年来，福建人民敢拼敢闯，不断奋进。从吃饱穿暖
到追求品质生活，从简陋的医疗条件到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从教育资源匮乏到全民教育普及……我们每
个人都是民生福祉增进的见证者与受益者。如今，福建正在将“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宏伟蓝图，变成更加美好的现实。

今起，本报特别推出《壮阔75年，幸福来敲门》系列报道。我们将走近不同的人群，聆听他们的故事，探
寻烙印在岁月中的幸福轨迹，感受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民生改善的磅礴力量，共同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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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马俊杰 文/图 实习生 黄丹琳

20多年前，人们围坐电视机前等待观看天气预报；如
今，精准的实时天气预报、预警从云端“飞”入个人手机。
上世纪80年代，气象预报员只能按口述大致画出雷达降
水回波范围和强度；2022年，全国首部S波段双偏振相控
阵天气雷达已经在闽启用。

一条气象消息如何见证时代变迁？记者带你走进省
气象台，听听气象专家们的讲述。

不仅是台风、暴雨、
高温、寒潮、大风、冰雹
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可
以从云端“飞进”个人手
机，日常生活中的风雨
雷电、阴晴冷暖也都可
时刻预知“一手掌握”。

福州市民冯先生

说：“遥想二十多年前，
要想知道天气预报，得
守在电视机前，等新闻
联播后面的《渔歌唱
晚》，哪有现在方便呀！”

基于现在的气象观
测、数据处理水平，我省目
前可以不间断地将天气信

息进行滚动式采集、分析
和发布，短时临近预报已
经能做到分钟级更新。

“现在，像‘知天气’
等移动客户端应用，已
经实现了伴随式气象服
务。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让‘想到即得到’成为可
能。将来我们针对不同
行业、地域、人群及各类
场景，给予更精细化无
感式智慧型气象服务。”
省气象局首席服务专
家、省气象服务中心副
主任黄志刚说。

告别“电话转述手工绘图”
精准观测从无到有

2024年 7月 23日晚
间，福州市民冯先生手
机上出现一条台风蓝色
预警，随着今年第 3 号
台风“格美”靠近，预警
信号逐步升级，冯先生
及时取消了前往鼓浪屿
的度假计划。

在台风预测路径上
的莆田市，南日岛养殖
户林先生更早收到台
风预警短信，他随即与
周边养殖人员撤离上

岸。26 日 10 时 35 分，
一条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以“闪信”形式，出现
在平和县政府及乡镇
防汛责任人的手机上，
当地及时转移安置群
众 627 人。据统计，截
至 7月 27日 10时，全省
气象部门通过“闪信”
强制提醒全省各级责
任人 23109 人次；向公
众发布预警信息和风
险消息 13846 条，预警

短信 1050.15万条，直达
基层责任人预警“叫应”
2356 人次；并首次在闽
政通APP首页发布最新
台风消息和首席说天
气，服务受众 2000 多
万，知天气 APP 累计访
问量191万人次。

以上数据只是一个
缩影，近十年我省气象
部门 24 小时晴雨、暴
雨、低温、高温预报准
确率分别提升 7%、5%、

6%、10%。气象灾害损
失 GDP 占比近二十年
从 2%以上，稳步下降至
0.5%以下。 2023 年我
省气象部门预报预测
水平居全国第一。

权威、准确的台风
资讯通过微信或短信
能够直接送达到个人，
提前预警并给出防范
建议，这样的“贴身”气
象服务在上世纪很难
想象。

权威资讯“直达”提前预警“贴身”服务

让“想到即得到”成为可能

2022年全国首部S波段双偏振相控阵天气雷达在福州闽侯启用
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气象台观测

员进行降水量观测（福建省气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