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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河南省孟津县气象局局长白凌霞 

本刊记者 王魁山 

2001年7月底，已过而立之年的白凌霞奉命由伊川来孟津县气象 

局上任时，盂津局往 日的辉煌已难觅踪影：当年地方气象事业经费减至 

5OOO元，1—7月份气象科技服务纯收入仅 1万元出头，职工自建工资 

2001年3月已开始停发，还有近 l0万元的外债；职工们的思想开始波 

动，业务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还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白凌霞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 

知难而上 

凌霞刚上任，迎接她的却是蜂拥而至的逼债者。尽管她很无奈，却 

还是笑脸相迎：“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我们现在囊中羞涩，连职工的 

自建工资也发不下来 ，真的无力偿还外债。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请给 

我一年时间，明年一定还你们。如果你们缠着我不让上班，别说明年， 

后年也还不上你们的钱。”她好言劝走了一批又一批登门讨债者。 

外债可以拖欠，职工的工资一天也不能拖欠。白凌霞上任第一个 

月，就让爱人从家中电汇 1万多元，为职工发了自建工资。拿到久违 

的自建工资 ，职工心中一热，不仅向新局长投来信任的目光。而且对孟 

津局的未来也充满希望。 

自己掏腰包为职工发工资，绝非长久之计；职工生活的富裕，必须 

靠事业的发展。而事业的发展，离开经费却万万不能。孟津局要发 

展，必须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和增加科技服务创收。 

小浪底工程是盂津税收支柱。2001年小浪底工程完工后，县财税 

收入锐减，县直机关的经费也因此大幅度压缩。在如此窘迫的经济形 

势下，气象部门争取地方事业经费和增加科技服务创收，谈何容易! 

面对困难，白凌霞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上。 

为争取地方政府扶持资金，她从抓好气象服务特别是防汛、抗旱及 

农时关键期的天气预报、雨情和墒情等服务人手，除亲自向县委、县政 

府及有关部门领导送服务材料外，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广播 、 

报纸、BP机、手机、电话以及她亲手建立的孟津气象信息专刊，及时把各 

类气象信息传递给县乡两级政府和农业相关部门；2002年又组建了孟 

津兴农网，为农民致富架起了金桥；她还多次不失时机地组织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尤其是 2003年春和2OO4年夏，人工增雨抗旱效果显著，全县 

小麦增产1000多万公斤。出色的气象服务，赢得了地方领导的信任和 

支持，尽管县财政十分困难，仍逐年加大对气象工作的投资力度。2OO4 

年，地方气象事业经费已从 2001年的5OOO元上升到近40万元。 

为增加科技服务创收，她及时调整了气象科技发展方向。由于当 

地经济不景气，彩球服务、电视广告、12121信息等项目收入极少或没 

有收入；防雷工作虽有发展潜力，但缺乏有创收经验和执法能力的防 

雷管理及服务人员。为挖掘防雷服务潜力，没有人才，她就亲 自上阵， 

并在实践中言传身教，培养骨干人员。几年来，盂津局防雷服务不仅 

在原来单一检测基础上增加了防雷工程设计、竣工验收等项目，还带 

出了一支防雷骨干队伍。此外，她还多次奔波、协商，与县电视局达成 

协议，使停播一年的电视天气预报节 目重新开播，不仅使老百姓再次 

看到渴望已久的电视天气预报，而且也增加了广告收入。至2004年 ， 

盂津局科技服务毛收入已由2001年的5万多元上升到近4o万元。 

柳暗花明 

盂津局基础设施落后，办公条件简陋。落后陈旧的基础设施，不 

仅与业务现代化装备极不适应，也使职工心寒意冷。盂津局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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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转 ，不仅提高了职工生活水平，基本还清外债，也让白凌霞彻底改 

变孟津局办公环境的梦想变成现实。 

她上任第二年，就开始为建造一幢与现代化装备配套的办公楼奔 

波。就在她办好手续正要施工时，县政府作出新的规划：县局所在的 

城西要建工业商贸区，要求气象局搬至距县城 5公里的一个小岭上。 

她闻讯后心急如焚：搬至离县城 5公里的小岭上，会给职工生活带来 

许多不便；不搬迁又影响县城总体规划。为了方便职工生活和工作， 

也为了观测环境的保护，她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找书记，找县长，找 

抓规划的主管县长，找抓农业的主管县长，找土地规划局局长及生态 

园管理处主任，依据《气象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 ，建议把气象局搬至 

城南生态园里，因为那里没有高层建筑，观测环境长期不会被破坏，职 

工上班也方便(离城区仅 1公里)。精诚所致 ，金石为开。她的真诚 ， 

她的执着，县领导无不为之动容。2002年春，县政府终于批准了气象 

局的搬迁方案。当年5月新办公楼和观测站破土动工，2003年位于风 

景如画的生态园中的新楼和观测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观测站占地 3200m ，建筑物设计别致优雅。值班室配备了计 

算机、沙发、茶几、饮水机，安装了自动站设备、报警系统、空调、采暖 

炉，建立了自动站和人工站观测平台，建造了卫生间和男、女宿舍。 

办公区占地2000m ，广场硬化 1200m2，绿化 800m ，3层办公楼建 

筑面积850m2。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沙发、空调、资料柜、档案柜，添置 

了6台计算机、2部激光打印机和一套先进的12121天气预报自动答询 

系统，更新了Vsat单收站、Micaps系统、天气预报电视制作系统。 

此外，还新购火箭发射架两台，皮卡车、轿车、面包车各一辆，并于 

2005年完成了各乡镇自动雨量站建设安装任务。 

3年中，她为孟津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近 100万元，改善了职工办 

公环境和办公条件，为气象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础设施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基础业务也再创辉煌。她出台的观 

测站定期集体学习、集体观测，让业务人员深造，把工作成绩与绩效奖 

金挂钩、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业务人员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大大激发了业 

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2OO2～2004年，盂津局历史性地创下“25O班”无 

错情4个、“百班”无错情 30个、报表连续 3年无错情的好成绩。 

带兵之道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孟津局的再度辉 

煌，离不开群策群力；集体力量的凝聚，职工创造性的发挥，得益于白 

凌霞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艺术。 

身先士卒，是凌霞管理工作的关键。作为国家基本站的盂津局仅 

有 l0名正式职工，而且其中8名是女性。除业务工作外，争取资金 、 

综合改善、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省级档案达标、人工影响天气、兴农网 

建设 、科普接待、工作检查接待、气象局迁建等，都落到了她肩上。超 

负荷的工作 ，使她废寝忘食，分不清白天黑夜，也分不清上班下班。气 

象局迁站时，她每天几次徒步往返于相距7华里的老站和新站之问， 

高跟鞋行走不便，索性脱下鞋提在手中光脚行走，没有时间做饭就买 

烧饼充饥。为节省建房资金，她自带干粮带领建房领导班子成员跑市 

场，看建材，比质量，比价格，做预算。购买办公家具时，她带着大家跑 

遍洛阳市各大商场，货比三家，不厌其烦地与商家讨价还价。为节省 

绿化设计费，她和懂一点艺术的丈夫一起利用假 日到洛阳市区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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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游园，一天徒步十几公里，边看边亲自动手绘画设计；办公区和观 

测站绿化工程图案设计好后，她又到各园区去看树种，选草坪，比价 

格。仅绿化工程一项，就节省资金 2万多元。2004年腊月二十七，为 

工作奔忙的凌霞没空回家，母亲便为她置办年货、买菜、煮肉、给孩子 

买衣服，过度的劳累，母亲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除夕才赶到家的凌 

霞得知母亲是因为她而住院时，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2004年一 

次指挥人工增雨作业时，她两天一夜没合眼，由于申请空域、与市指挥 

中心联系等电话过多，咽喉肿疼，也没能顾上喝水，增雨结束后，她突 

然吐血不止。经医生检查，她得了支气管扩张。事后，《洛阳晚报》记 

者到她办公室采访，问她：“这次作业小麦增产了，你却累病了，有何感 

想?”她指着自己座椅后墙上的条幅，笑着说：⋯无怨无悔气象缘 ’，这 

是我一生的选择!”凌霞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无声的思想政治工 

作，比任何说教更具说服力 、感染力和号召力! 

带兵爱兵，是她管理工作人性化的重要标志。她关心职工生活， 

除了改善职工办公环境、工作条件、交通工具外，又建造了职工餐厅； 

为每位职工配备了小灵通，每月还有3O元的电话补助；提高了夜班费 

和奖金标准；并张罗着集资为职工盖新居，只是因大部分职工已购了 

商品房而作罢。为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也为了职工职称晋升，她创 

造条件，让所有职工出去读大专和本科。她和职工亲如手足、情同姐 

妹。看到测报值班员上夜班没饭吃，她就把 自己的电饭锅和大米送给 

观测报。职工有困难或生了病，她跑前跑后，比谁都急。她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机会，和职工推心置腹、促膝谈心 ，她和职工心心相印，无 

话不谈。她对职工的关爱，增强了亲和力和凝聚力。 

知人善任，是她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3年中，她对局里的 16名 

在岗职工从熟悉到了解，不断发现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容他们的短，扬 

他们的长，并通过几次岗位调整，把每个职工尽可能放在最适合的位 

置上，使他们的特长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张扬，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她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搭建了平台，才使 

盂津局人尽其才、事业蓬勃发展。 
一

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白凌霞依靠 自己的人格魅力和 

管理艺术，教育了职工，感动了职工，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发挥了职工 

的群体优势，凝聚了职工的集体力量，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3 

年来，lO名正式在职职工中，有7位获得过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表彰和 

奖励。就是这支队伍，拂去了岁月封尘，书写了盂津局历史新篇。 

种瓜得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2002～2004年，盂津局获中国气象局地面测报“250班”无错情奖 

励 4个，连续3年被河南省气象局授予“十佳”县局称号 ，连续 3年获 

洛阳市局“特别优秀达标奖”：还获得河南省气象局授予的“文明单位 

创建先进集体”、“河南省气象系统县局政务公开典型”、“河南省重大 

气象服务先进集体”、“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集体”称号以及 

洛阳市气象局“气象服务先进集体”、“业务综合考评先进集体 、“农 

业气象服务先进集体”等十几项奖励；此外，还获得河南省委、省政府 

授予的“省级文明单位”，省科技厅授予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省气 

象局与档案局联合发放的“省级档案达标”，洛阳市委组织部、宣传 

部、妇联会联合授予的“洛阳市巾帼英雄示范岗”等称号，以及盂津县 

委、县政府授予的十几项称号(或奖励)。 

2002～2004年，白凌霞连续3年被河南省气象局授予“十佳县局 

局长”称号，连续3年被洛阳市气象局评为优秀，被中国气象局树为勤 

政廉政先进典型，被洛阳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会推选为十届市政协委 

员，被洛阳市委组织部任命为盂津县政协副主席，获洛阳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市妇联“巾帼成才奖”和“三八”红旗手称号，还有盂津县委、 

县政府给的各种荣誉。更值得欣慰的是，年年考评时，全局职工无一 

例外，都投了她的信任票。 

2005年春天，作为河南省优秀县局长代表，她参加了“全国首届 

县局局长高级研修班”培训学习。带着学习中收获的经验、鼓舞、信心 

和动力，她又开始向更高的目标登攀—— 

她配合市、县政府 ，为台塑集团热电厂选址可行性研究报告做了 

大量工作，并准备在报告审查结束后进行对比观测，进一步对有关指 

标进行确定；配合省、市专家在盂津县黄鹿山乡初选了3个地址 ，并打 

算进行为期一年的观测，为县城风电厂招商引资做好基础普查工作； 

正在积极争取把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列入盂津县“十一五”发展规划， 

以及使防雷管理及人工影响天气等工作有地方财政人员编制、有人头 

经费和事业经费预算；又在筹备资金，准备再选送4名在职职工进入 

高等学府深造，积极应对未来新的业务体制改革⋯⋯ 

孟津局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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