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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第 430 号提案答复的函

张惠忠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开发贺兰山空中云水资源的提案收悉，现

答复如下：

一、关于“将贺兰山东麓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纳入自治区

“三山”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从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

支持”

为更好发挥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三

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中期评估调整，精准评估规划实施情

况，科学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影响主要目标指标完成、制约重点

任务落实和重大工程实施的矛盾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推

动规划实施落地的对策和建议。在项目调整方案中，将指导石嘴

山市、银川市积极谋划贺兰山东麓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组织论证后纳入“三山”生态保护修复储备项目，给予资金和技

术支持。

二、关于“大力开发使用人工增雨适宜新技术”

由自治区气象局牵头，自然资源厅、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管理



！！！— 2 —！！！

局等部门配合，在贺兰山沿山布设 2 部地面燃烧炉 （人工增雨烟

炉），运-12 型人工增雨飞机进场，与贺兰山沿山原有 20 部火箭

发射架共同构成贺兰山沿山空地立体增雨系统。4-6 月，在贺兰

山沿山开展地面烟炉增雨作业 57 点次，填补了贺兰山沿山宁夏段

地面烟炉作业空白，开展地面火箭增雨作业 22 点次，与乌海、阿

拉善盟等地开展地面联防联控 3 次，飞机增雨作业 8 架次，地面

和飞机增雨作业量分别为 2022 年同期作业量的 1.3 倍和 1.6 倍。

推广应用中国气象局云降水显式预报系统（CMA-CPEFS v2.0），增

强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预报能力。

三、关于“大力培养和引进人工增雨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加快人工影响天气专业人才培养，开展纵横交错的业务技术

培训“直通车” 8 次，举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效果评估及多源资

料融合应用等气象大讲堂，提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业务技术

水平和基层服务能力。指导有关市县逐步将人工影响天气一线作

业作为危险行业制定相关政策，充分保障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

各项待遇，确保专业队伍稳定，开展市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队伍

岗位培训、安全操作培训和应急处置培训，推动基层专业化作业

队伍建设。

四、关于“统筹规划贺兰山东麓集雨设施和防洪调蓄体系建

设”。

印发《人工影响天气“播雨”减灾行动计划宁夏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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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区、市、县、作业点各级业务产品制作、作业指挥、作业实

施、信息报送及安全管理和业务运行职责，谋划贺兰山沿山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发展方向。建立贺兰山周边地区包括乌海、阿拉善

盟、银川及石嘴山“两区四市”联防联控合作机制，优化调整宁

夏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指挥业务，在银川及石嘴山气象局推广

应用区市县三级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业务系统、空域申报系统，强

化两市气象局独立承担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指挥能力及开展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主动意识，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和服务

保障能力。在贺兰山建设完成 2 部全波形三维闪电定位探测系统，

用于人工增雨作业条件监测，在贺兰山气象站布设一部 X 波段雷

达，沿山新增新型火箭发射装置 7 部，提升人工影响天气监测和

作业能力。

将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并重点推进，进一步增强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能力，降低

超标准洪水灾害损失，促进洪水资源化利用，完善区域防洪减灾

体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该工程估算投资 42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新建加固导洪堤86处133公里、治理泄洪排洪沟道95条 502

公里、新建改造拦洪库 24 座、构建防洪“四预”系统等。2023

年计划投资 4 亿元，已先期开工银川市第一至第三拦洪库连通改

造、西夏区高个子沟防洪治理、贺兰县金山拦洪库提标改造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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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他片区初步设计报告正在审批。

感谢您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自然资源厅将持续

推进“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会同有关部门科学合理利用贺兰山

东麓空中云水资源，挖掘人工增雨潜力，努力缓解水资源短缺矛

盾。真诚期盼您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3 年 8 月 4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沙向明 0951-5044257

抄送：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