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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劳劳动动者者之之歌歌

作为北京气象探测领域的带
头人，他下定决心做好山区观测，
把预警提前量再往前提； 身为一
站之长， 他守好北京市气象探测
中心大本营， 科学规划单位文明
文化建设； 他还是冬奥专项探测
系统组负责人 ， 勇敢攀登海拔
2200米的海陀山， 推进冬奥气象
探测系统建设……他就是北京市
气象探测中心主任刘旭林， 一位
冲锋在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的观云识天引领者、 防灾减灾护
航人。 2020年，他荣获“北京市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织密“一张网”
构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 基础性
社会公益事业，气象观测、预报预
警、 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主要业
务领域，气象观测是预报预警、气
象服务的基础支撑。 北京市气象
探测中心作为气象观测业务部
门， 承担本市观测系统规划、建
设、保障、检定等工作，刘旭林正
是这个部门的“领头雁”。

刘旭林清楚地记得， 2017年
6月18日下午， 北京陆续出现降
雨， 门头沟斋堂地区最大小时雨
强约100毫米， 上游来水与本地
区短时强降水共同作用， 引发局
地山洪泥石流， 导致12人遇洪水
失联， 最终6人获救， 6人遇难身
亡。 “这一自然灾害让我们十分
痛心， 我和同事下定决心一定要
通过努力把山区观测做得更好，
把预警提前量再往前提。” 刘旭
林坚定地说。

在系统规划、 建设、 保障现
场，都能见到刘旭林身影，主动担
责、亲力亲为。 2020年2月14日，本
市有明显雨雪过程， 市气象局启
动Ⅲ级应急响应， 带班领导刘旭
林坚守岗位。 这时园区观象台站
（国家基本站） 突发供电故障，刘
旭林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业
务骨干抢修。经诊断排查，迅速确
定并处置故障部位， 过程累计降
水量26.8毫米 。 “关键时刻显本
色，雨雪应对敢担当，靠前指挥战
一线，身先士卒探测人”，这正是
他与团队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
的写照。

作为观测领域的带头人， 为

实时获取大气三维立体实况信
息， 刘旭林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
顶层设计， 近几年来， 他全力负
责组织实施了X波段雷达组网 、
冬奥气象保障、 气象服务能力提
升、 山洪防治等工程项目， 完善
综合气象观测站网， 填补山区观
测盲区空白， 实现本市乡镇全覆
盖。 现已建成站网设备约760套，
形成地面观测、 垂直探测、 移动
观测等站网系统， 为实现 “百米
级、 分钟级” 预报预警、 气象服
务提供重要支撑。

守好“一园区”
重塑百年台站新面貌
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的大本

营———南郊观象台园区， 是北京
区域唯一参与国际资料交换的台
站，是气象观测的晴雨录，见证着
京城的阴晴冷暖， 至今已超百年
观测历史。

身为一站之长， 刘旭林对外
经常自豪地说：“北京市观象台拥
有国内最先进的观测设备， 观测
项目最多，观测水平最高，在国家
级气象台站中发挥着标杆和示范
作用。 ”正是因为这份自豪，刘旭
林非常重视园区的技术建设。

北京市观象台除了保障气象
部门开展监测预报分析、 提供仪
器试验测试外， 还有两项重要职

能便是科普宣传和业务培训。 对
此， 刘旭林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凝练“观测基地、试验基
地、培训基地、科普基地”发展定
位，提炼“观测准确、保障及时、勇
于创新、 甘于奉献” 职业道德规
范，通过实施小型基建项目，逐步
建设成为分区合理、功能齐备、环
境优美、 清新雅致的气象文化园
区，重塑百年台站新面貌，打造气
象科普品牌。

如今的南郊观象台， 室外有
下沉式庭院、气象科普广场、健步
道、 综合运动场， 室内有文化长
廊、党员活动室、职工活动室、气
象科普馆， 为职工提供学习、休
闲、 娱乐场所， 提高了职工幸福
感、获得感、归属感，增强单位凝
聚力、向心力。

观象台里还专门建设了一座
气象科普馆， 每年在 “3·23世界
气象日” 都会接待大量参观者，
最多时一天曾经接待5000多人 。
刘旭林说， 他们在完成气象工作
的前提下会尽力满足公众的参观
需求 ， 并将进一步强化培训职
能， 发挥气象探测装备保障等方
面优势， 服务培训京津冀乃至全
国各地的气象专业技术人员， 提
高气象观测水平， 助力提升天气
预报质量， 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
姓。

攀登“一座山”
保障冬奥赛事天气预报
2015年7月31日 ， 北京取得

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奥会举办
权。 2018年2月，刘旭林被聘为北
京市2022年冬奥会工程建设领域
专家。 作为冬奥专项探测系统组
负责人， 按照冬奥组委和赛事要
求， 组织实施气象服务能力提升
和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工程项
目，组建冬奥观测设备保障团队，
建立冬奥观测设备保障机制，为
赛前气象资料积累、 开展赛事预
报服务提供重要探测数据。

延庆区海陀山， 位于北京西
北部，海拔约2200米，冬季零下二
三十摄氏度、七八级大风，夏季烈
日当头、近40摄氏度高温。刘旭林
常常一去就是好几天，披星戴月、
劈荆斩棘， 一次次攀爬一次次折
返只为尽快熟悉地形、督促进度、
监督质量……在这样艰苦条件
下， 组织完成冬奥北京赛区站点
选址、 海陀山赛区14套赛道自动
站及天气雷达建设。 2019年11月
15日， 海陀山天气雷达第一组珍
贵的探测资料， 顺利落地市气象
局信息中心， 刘旭林这才露出久
违的笑容。 他说：“我终于放下了
心里的重担，心想哪怕再苦再累，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

同样， 作为市气象局重大活
动气象服务负责人， 刘旭林每次
拿到保障任务，都亲自部署，组建
现场服务团队 ， 先后圆满完成
2008年北京奥运会、APEC、“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大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等重
大气象服务保障任务220余次。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现场气象服务， 保障持续时间最
长， 他全程坐镇指挥， 以准确及
时、高效专业服务，圆满完成活动
保障任务。 该项工作已成为市气
象局闪亮名片，受到中国气象局、
市委市政府、 市气象局领导的肯
定和表扬。 2008年10月，刘旭林被
中国气象局评为“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气象服务先进个人”称号。

绘制“一蓝图”
攻克气象观测关键技术问题

为增强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精
神， 刘旭林结合时代要求和工作
实际，凝练出“观测准确、保障及
时、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职业
道德规范，以上率下、全力以赴、
一以贯之。 结合“互联网+气象”
信息技术， 他坚持推进业务科研
深度融合，探索研究型业务，科研
攻关、破解难题，带动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近年来，单位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突破， 学历层次显著提
高，科研成果更加丰硕，许多都得
到了推广和应用。

近年来， 刘旭林主持科研项
目8项，发表论文20余篇，作为主
要作者出版专著2部、编写规划计
划2种、标准规范1种、实用新型专
利1个、 软件著作权2项。 2017年
起，先后担任《气象科技》第5届编
审委员会编委、 全国气候与气候
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仪器仪表学会气象水文海洋仪
器分会理事等职务。 作为主要完
成人， 参与的 “新一代天气雷达
升级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
用” 获2019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刘旭林经常说：“成绩代表过
去，实干唱响未来。今后继续对标
监测精密要求， 持续提升综合气
象观测能力， 发挥防灾减灾第一
道防线作用， 做好观云识天引领
者、防灾减灾护航人。 ”

北京榜样（2021年7月第2周）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连续奔走在抗疫一线

童朝晖 ， 男 ， 1965年4月出
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副院长。

童朝晖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30多年， 率团队建立了国内最
完备的呼吸支持体系。 2020年 ，
抵达武汉后， 他两天就把危重症
患者摸查一遍 。 白天在 ICU奔
波 ， 晚上开会写方案分享给同
行。 他参与国家诊疗方案撰写、
指导武汉20家医院救治危重症患
者2000多人次 ， 后又转战哈尔
滨、 吉林、 青岛、 石家庄等地。
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期间， 又
在地坛医院指导危重症患者抢救
工作， 连续抗疫226天。

临危不惧为邻家救火

齐元成，男，1968年4月出生，
大兴区黄村镇前辛庄村居民。

2021年4月17日晚，齐元成听

得邻居呼喊救火， 他迅速抄起家
中灭火器就冲了出去。 从屋内到
房顶， 在邻居们配合下先用灭火
器，后接水龙头，终于将火浇灭。

退休民警托举营救悬空女童

李建陆 ， 男 ， 1955年9月出
生，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2021年5月24日下午 ， 李建
陆听见窗外有孩子哭声 。 他发
现， 楼上4岁女童的头卡在护栏
缝隙、 身体悬在半空。 他赶忙爬
上自家阳台， 踩着空调外挂机，
让女童踏在自己的双肩上， 将她
托举起来。 他的老伴迅速报警。
这时， 保安员赶来帮忙， 钻进狭
小护栏帮忙托举。 不久后民警上

门救援， 这时， 李建陆已托举了
20分钟。

防汛“七包七落实” 确保百
姓安全

刘中臣 ， 男 ， 1969年6月出
生，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
科科长。

在应急工作岗位奋战28年的
刘中臣， 2019年开始承担防汛抗
旱重任。 他设立水务防汛专项分
指挥部， 对辖区水库、 小塘坝、
下凹式立交桥、 泥石流沟、 险村
和个险户实行 “七包七落实” 全
都责任到位 。 汛期第一时间预
警、 偏远险村提前入户、 及时转
移妥善安置、 24小时领导带班 ，

确保了整个汛期全区运行平稳。

创建“微服务” 解决群众烦心事

郭新喜， 男， 1988年12月出
生， 西城分局大栅栏派出所副书
记。

郭新喜对265座院落实行二
维码门户牌管理， 解决了几十年
大杂院人房管理痛点， 提升了整
个地区的综合治理水平。 他注册
了 “铁树社区安全卫士” 微信公
众号及移动警务终端工作微信，
开展 “微订单” “微申报” 等六
微服务， 实现居民共享。 8年来，
他 “办在诉前”， 解决群众身边
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1500
多件。 （盛丽 整理）

观云识天守平安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主任刘旭林

□本报记者 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