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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

前言

“中军帐里伊人焦，斜观天际五大洲，洪涝旱雾苍生累，雨骤风狂系民忧。星眨眼，月如钩，依稀记
得太多愁。说准人间冷暖事，碎尸万段也风流。”想以预报员手中画秃了的“铅笔头”为题，填一首
《鹧鸪天》，隐喻气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始终没凑好，但却是我写这个回忆录的初衷与愿望之一
。1939年抗战烽火中，我来到世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助我成长；1959年中专毕业，接触气象；1969
年“文化大革命”中，插队下放；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国兴旺；1989年早已迁沙岗上，站长
改局长；1999年按规定退休，但没闲逛。一晃八年，我关注的，仍然还是天上。新中国近60年间的大
事，很多都是我亲眼所见，或能感受到变化，有些还参与其中。一个山村农民的儿子，经历并不复杂
，开始在福州、闽南、闽北到处跑，“文化大革命”中也曾“高呼口号，不辨方向”；下放回原籍后
，一直都在基层，日子过得也很平淡，40年过去，就成了老头子。这些经历却像一面镜子，映照了社
会的变化，民众的生活，小干部的日子，新中国的发展。气象这个行业，从业者人数很少，是个小群
体。我一辈子与天气、气候打交道，尤其对永定县气象事业的变化、发展，是个亲历者，其问有些曲
折过程，趣闻轶事，天长日久，大多忘记了。每个人虽然天天经历阴、晴、雨、雪和冷暖，但对气象
工作并不十分了解，更难得有人把它写下来，退休无事，我又不爱打麻将，就做了些回忆，并把它记
了下来，作为这个行业和新中国很多事业的一个侧面，使人们对“天气预报”这个工作有点了解，或
者能引发大家也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做些回顾。我平生喜爱读书，勤于思考，每见奇文佳作，或偶尔思
有所得，皆记录于案头，次日再行欣赏或续写完备，也作日后考查。祖上贫穷，家父是放牛娃出身，
及待解放，虽曾任村里农会主任、乡农协主席，奈没有读过书，字认得一些，但写不出来，加上历史
的原因，没有取得其同帮子人相应的禄位，也无留下什么遗产。不过我从他身上倒传承了某些特性，
如禀性耿直，不逢迎拍马，做事比较公道，也从他身上吸取教训，取得某些“免疫力”如不沾嫖赌等
等，就算是父亲给我的精神遗产吧！家中三代以来，家族中我算是粗识文字者，常思当以何传后？我
无积蓄，唯有四十年来“混迹”单位，人生历程中略有某些心得和教训，我称之为“读书笔记”、“
保健档案”、“经济实录”的，归纳整理过程中，也拜读了不少人的传记、回忆录、人生思考文章，
发现人的一生，由于家庭、环境、职业、阅历的不同，其生活状况及最后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但若
认真理论起来，除去社会的大背景，个人无能为力之外，最基本的不外乎要有正确的思想、一个健康
的身体、一点经济基础这三个方面，而且缺一不可。若同时具备了这“人生的三个支柱”，人的一生
就可以基本顺达，无需担忧。即使一时错了、失败了，也能得到纠正，尽可以“潇洒走一回”。人生
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包括：爱国爱民之心；孝心，善心，同情心，乐于助人，知道感恩；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诚实的品质，不做违法的事；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善于反思，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等等。其次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懂得人是一个整体，每个器官皆有其作用，而且相
互关联，会互相影响，都应爱惜；从而形成人身安全的观念，知道“医食同源”的道理；一日三餐科
学饮食、懂得休息；正确的性爱观；懂得“天道酬勤”的道理，不懒惰；喜爱劳作与运动；防病的知
识，治病的常识等等。第三要有一点经济基础。主要是：应该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组成一个合法的家
庭；能妥善处理家庭关系；正确的金钱观，很穷或很富裕时，都有一个好心态；有一定的理财能力，
有风险意识等等。那么，这三者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思想正确是第一位的，只有正确的思想，
才能有正确的行动，才可能有健康的体魄。你若不懂爱惜自己，不善于保护自己，整天沉迷于酒色，
或处理不好周边关系，或为挣钱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犯罪，或者为某件事和一时困难而整天愁眉苦脸
、长期郁郁寡欢，可能早衰，得癌病，早天或被抓判刑，甚至被人谋杀。既有正确的思想，又有健康
的身体，才可能去工作和挣钱，所以经济是第三位的。或者有人会认为，经济是第二位的，先于健康
的身体，甚至是第一位的，“我有很多钱，什么事做不到？”不对！继承了大笔金钱的，大有人在，
通过自己努力，成为亿万富翁的，也不乏其人。可是最后呢？有的挥霍无度，成了穷光蛋，有的滥赌
输光，甚至欠债被迫出逃，流离失所。有的嫖娼吸毒，搞得妻离子散，进了监狱。反之，只要有了正
确的思想，即使很穷，也会走正道，去工作，日子会过得不错。哪怕身体残疾，照样可以做很多事，
找到真正的事业和爱情，一生过得很快乐，如张海迪等。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一是学习。不论你学
历如何，一生都要不断读书，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人生短暂，不可能什么都去试验，而书本正是前
人成败得失的总结。二是实践。大胆地去做，只有自己膝盖跌出的血，才是血，别人讲破了嘴，也只
是唾沫，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欲得真知要实行”。三是要学会反思、总结。养成习惯，把事想几
遍，成功中有哪些不足？失败了原因在哪？仍有哪些是对的？不能重复失误，至少要做到“事不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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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

”。在撰写过程中，我常常掩卷沉思，深感这几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一些弯路，经历的好多曲折，
有些恐怕是很难避免的，国家这么大，人口那么多，百余年间积贫积弱，所做又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前人完全没有试验过的大事，怎么能想象可以不经过一些起落和波折呢？所幸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
，认识到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总结，我们很快找到了改革开放之路，今天已沐浴在蓝
天彩云之下，气象事业、人生之旅也莫不如此：风雨之后，才见彩虹。这一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却
包含了深刻的哲理，于是有了这个书名。我的很多看法，可能于当今潮流不合。然反复思考，当今社
会乃转型时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如缺乏诚信、假冒伪劣、游走关系等等，经过相当时日，终究要
回归正道的，否则，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建立不起来。作为个人，活在世上，做人、做事的总原则
，各人肯定都是有的，且各不相同。孰优孰劣？是成是败？就只有各人的实践与感悟去检验了。我的
这些体会难免挂一漏万，有些或许是错误的、过时的，若其中能有一些可以启发、警示于人，造益社
会，则于愿足矣。作者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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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

内容概要

《彩虹总在风雨后》叙事清楚，文笔流畅，对感悟人生有积极意义，可供科技人员和普通民众参考。
作者通过个人经历，记述了其所在基层气象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60年
来新中国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进而悟及读书、处世、做人、做事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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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篇 生平篇一、长夜漫漫黎明之前上祖父母童年二、朝阳初露喜忧参半少年时光初涉社会困
难时期三、滚滚风云又遭动乱海峡风云动乱岁月下放之初三改三化“老鸦翼”与“半生熟”“知青”
小故事“我是汤圆”五联大队干部回城四、雾散云飘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征兵办初创雷屋岗枫尾新站
航空报气象哨与学大寨扩建风波走后门之风气候普查体制之变五、改革征程晴雨相间开放之风服务当
地演讲比赛当地领导核心与发展团结之道再次迁站山夜奇遇分房与搬家有偿服务质量分析会“安全保
卫战”人工增雨办实事稳队伍“记者招待会”疾病无情人有情外国专家说OK遭遇大暴雨沉痛的反思
六、风雨过后沐浴蓝天三讲与辞职“退役声明”土楼观测观象台与新机遇香港印象泰国风情澳门行走
第二篇 思想篇一、人民、历史颂扬与骂名人才还是路线历史公正而无情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领导与专家
民富才能国强有感于总理吟句“小人物”的作为我的读书选择二、人伦、处世人有五伦评新《民谣》
对目标咬住不放说成熟为人处世我的楷模为人做事学点“藏”三、遗产、传统给子孙留什么“遗产”
奢是败之源为何“富不过三代”不孝有“三”，是哪“三”？四、思想方法眼见不一定为实内部管理
怎么搞？关于“成就一生的方略”人生当如水(156)一问三不知，指什么？五、科学、文化鬼神之道关
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闽西有只大灰狼也说“风水”预防雷电保安全我的一个看法再述“看法”第三篇 摄
生篇一、概念健康的概念维护健康的新概念说衰老摄生的模式二、预防情绪与健康寿命(寓言解读)危
险的中年养生防什么？肾虚是百病之源两性生活应有度对酒的认识三、实录60岁后的摄生要点一号警
报再次摔伤的反思李子核小，教训大养生现状、问题与新规我的健康隐患四、个例田丰之死表弟的安
乐张日然突逝释秀凤之悲老吕的教训第四篇 经济篇一、理念个人理财居家理财诀窍非分之财足以败身
国人到底有多富？家庭理财的新理念彩票问题二、纪实历史的回顾1994年家庭预算新时期的“经济对
策”“保险”必须考虑面对“新消息”钱财往来需留据我为什么没有建房？附录：永定县历史上的自
然灾害及其他一、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其变化二、20年来的环境灾害闽西近五十年气候变化与未来趋
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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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

章节摘录

新中国建立前，永定没有气象观测数据，老《永定县志》里有些大旱大涝的记载，如：“某年，自春
至夏不雨”，“某年，秋大旱”，“某年某月，大水坏田庐，人畜溺死无算”，“霪雨自正月至五月
”等等，但久晴不雨多少天？大雨下了几天几夜，雨量多少？都无具体数字。至于一年中各月气温高
低、夏天热在何时、冬天冷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记录，更不用说年际之间雨量多寡、冷得早迟、无霜
期长短等历史气候变迁了。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气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山塘水
库筑堤坝，拦河截水建电站，公路桥梁留涵洞，坝头筑多高？涵洞留多大？没有历史资料为依据，过
高要浪费，太小则危险，就很难科学合理了。1956年始，省里确定在闽西尚无气象记录的上杭、永定
、漳平、武平建立气象站，并由气象部门实施。永定的气象事业开始了。永定在国家制订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就注意到了汀江下游水力资源的开发，要建棉花滩水电站，预计永定、上杭两个县城都要淹
没。后来定为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之一，县城要搬迁，所以气象站拟建湖雷。湖雷在全县地理
位置居中，交通方便，海拔适中。雷屋岗小山头，视野开阔，坡度不大，易开便道，四周高山相距较
远，山脚周围多是农田，还有粮食仓库，不远就是乡政府，有圩场，生活方便，安装电话也不难，站
址很快确定在湖雷的雷屋岗。1957年初开工，先开上山便道，“干打垒”建了两座平房，一为办公兼
业务值班室，一为职工宿舍，外加一个厨房，观测场在东南边，高于房子一米多，从西北边角上开一
个门进去。经费由省气象局直拨，当时气象部门实行“基建投资、人员经费、业务管理全部由省里负
责，为当地服务”的管理体制，全国都一样。1957年9月1日，永定气候站正式投入工作，当时，只有
两个人，由李坤德负责。设备极为简陋，观测场内有一个百叶箱(内有干、湿球，最高、最低温度表)
，两支风向杆(轻重风仪各一)，云高测量杆、雨量器、小型蒸发皿各一，另有收音机、小闹钟各一个
。业务也简单，每天1、7、13、19点四次定时观测。据经度计算，永定的“地方平均太阳时”与“北
京时”相差13分钟，每天19时用收音机对时。观测分为目测与器测两大类，兼观察日食、月食等天文
现象。业务明确：不做天气预报，不对外服务，只是记录、积累气候资料，完全是苏联模式。同年12
月增加烤烟及土壤湿度观测，增至4人。全部经费就是人员工资加业务杂支，每月几百元，由龙岩中
心气象站按单据报支，月周转金只有50元。站里虽有一个厨房及全套锅、碗、盆、瓢，只是没有炊事
员编制。都到街上湖雷机关食堂里吃饭，乡直属单位的粮站、供销社、税务所、农技站等等不少人都
在那里用钱买餐票。碰到谁值班，特别是早晨8点观测，就叫人买饭，带回站里吃。人不多，只四次
气候观测，夜间煮些点心什么的，主要是每天煮开水及洗澡，轮流下山去挑水，以保证使用，谁没空
或者出差，后面就要顶上去。大家都刚从学校出来，年轻力壮的，热情很高。建站后没有几个月，就
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由高级社自愿组合，建了上湖(包括增瑞)、下湖、莲塘、堂堡
、三堡五个公社，由湖雷工委领导，工委就设在湖雷机关食堂旁边。后来才合并成湖雷、堂堡两个公
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后，气候站就由县里面领导了，县人委又委托给农业科，那时县里都以科建制，
农业科、工业科、教育科⋯⋯。但站里连部单车也没有，不过到县城很近，才15千米，而且永定到龙
岩的班车每天都有，到永定只要3角钱，也算方便。上面要求气象化，每个公社都要建气象哨，为农
业服务，当时永定没有按公社建哨，而是按传统上的地理分片，共建立了5个气象哨：汤湖、合溪、
菜地建立合溪哨，金砂、城关、西溪建一个哨，金丰片包括下洋、大溪、湖坑、南溪片一个哨，抚市
、五湖、溪联、田地、龙潭一个哨，洪山、峰市、仙师一个哨。由于一呼而上，没有专职人员，都是
兼职的，补贴很低，不久全部下马了。上面要求站里开始做“单站补充订正预报”，由龙岩地区中心
气象站每天将预报意见用电话传到站里，再由永定站根据观测到的温度、湿度、风向变化进行“订正
”，实际是“收听加看天”。又用电话传给县里广播站，由广播站每天向城关地区广播，站里还在湖
雷街上最热闹的桥头挂了一个小黑板，每天傍晚写出第二天的预报，为当地服务。大跃进的年代，新
生事物很多，天气预报是其中之一，预报准不准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1962-1963年两年站里被评
为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得省人委奖状！由于站里都是年轻人，每天把天气预报用电话挂到县广
播站，县广播站由一个值班的姑娘记录，时间一长就由认识到熟悉，电话里谁的声音都听得出来了，
有的人互相之间就有了好感，有时到县里有工作，也见见面，聊一聊。但当时很看重一个人的家庭出
身、个人身份，县直机关干部结婚还需向组织报告，我们技术干部虽然不要报告，若与家庭出身不好
的人结了婚，就不能重用，或者要“控制使用”了，不少人都知道。而气象站大多是外地人，家庭情
况不大了解，关系就很难发展。正因为从建站开始，人事、业务都由气象系统领导，县里也不好插手
管，加上站里都是年轻人，与周边女孩子往来密切，但关系难以发展，难免引起一些思想问题；湖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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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县城较远，平时一些会议、政治学习都不能参加，县里领导就有些不太放心，特意安排当时湖雷病
虫测报站的谢俊卿同志住到气象站去协助工作，同时要他对站里的工作“注意一点”，能帮的帮一帮
，但又特别提醒：“站长还是李站长，对业务上的事不干涉”。谢俊卿是晋江农校毕业，学植物保护
的，人才奇缺，全省分配，每县一个，原在抚市公社，因湖雷农技站廖永贞调县里工作，谢俊卿1959
年从抚市调到湖雷，补廖永贞的位置。湖雷在全县地理位置居中，其病虫测报对全县有指导意义，病
虫测报又与气象关系密切，站里缺乏农气人员，还可以协助农业气象观测，所以站里也很欢迎。当时
农业气象观测主要是土壤湿度、水稻的分蘖、拔节、孕穗等生育期，还要作产量分析，病虫测报以水
稻三化螟为主，冬季要去晚稻田里剥留下的稻头，计算三化螟幼虫及化蛹数，算越冬虫口密度，春季
还要查幼虫冻死率，掌握羽化进度，做出“病虫害农业气象预报”，大大提高了气象为农业服务的水
准，群众很欢迎。但谢俊卿不参加气象站的地面值班。这样前后三年多，直至郭耀光来了，半年后，
谢俊卿才完全回到病虫测报站。当时物价是很低的，农民在田里养的水鸭子，每斤才4角钱，一只鸭
子只要1到2元就可以买到。但大跃进、公社化不久，进入困难时期，物资顿时贵了起来。开始在机关
食堂吃饭只要拿钱就可以买餐票，后来发粮票了，行政人员每月27斤，技术干部每月28斤，油3两，糖
半斤，就必须既要交粮票又要交钱才能买到餐票了，大家都不够吃，肚子咕咕叫，就到街上买东西，
如用猪油渣、白糖和面粉做成的饼，每个要一元七角，而我们月工资一般才38元，太贵了。黑市上猪
肉十多元一斤，大米3～4元一斤，有时机关食堂加餐，每人供应一碗糯米饭，七大两，但要交两张餐
票，叫“八宝饭”。肚子熬不住了，有人就去买点高价糯米，准备好糖、葱叶等香料，但是没有油会
粘锅，怎么办呢？有人提出，用点火的蜡烛，在锅里刷一下，再放进蒸熟的糯米饭及配料，混合起来
，就不会粘锅了，于是做了几回“八宝饭”，吃得津津有味。但是，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很快发觉
，气候站建在湖雷有诸多不便。湖雷离县城太远，不利于县委、人委领导，了解情况也不方便。去龙
岩的班车一天只对开一班，赖祖雄县长下乡也只能骑单车。之后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无从
考虑。随着“三自一包”政策的落实，情况有了好转。之后是连城机场投入使用，要求永定拍发航空
天气电报(后又增加了福州、漳州机场的航空报)，其时间要求异常严格，从观测完毕到数据处理，编
成电码，传送到邮局报房，只有五分钟，如果在航空报拍发期间出现雾、CB云、打雷等“危险天气”
，则从现象发生至观测、编码也仅5分钟时间，就要把“危险报”发到报房，超过一分钟就是“过时
报”，要追查责任。而湖雷到县城邮电局，电话线路太长，且常被坎市、高陂占用，这种电报一旦不
能及时发出，就要出大问题，因而考虑迁至县城。至于棉花滩水电站，1958年9月工程上马，动员民工
万余人，干了一年多，1959年底，因国家控制基建规模等原因，被迫下马。后来才知道中苏关系恶化
，前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电站建设搁浅，县城被淹已不可能，于是酝酿迁站。1963年底
，省、地领导派员勘察，在县城周边跑了十多个小山头，不是太高，无法通车和基建，就是太矮，能
见度(航空报重要指标)目标物很不理想，日照也受影响。最后确定两处，一是北门山顶，距县人委90
米，步行九分钟，业务上完全符合，只是上不了汽车，基建开支大，且用水无法解决(县城尚无自来
水)；二是南郊枫尾田野，距县人委不到一千米路程，基建省钱，烤烟观测方便，但地势稍低，能见度
目标不理想。材料报到县人委，1964年1月，县人委批示：“第一地点对大气候观测虽然好些，但地处
北门山顶，这里是风景区，要砍掉林木几十株，彻底毁去北门城楼，对保护名胜古迹不利，对水土保
持也会产生不良影响；第二地点虽低些，对大气候观测不如第一点好，但利于小气候观察，对农业生
产服务较有利，离党政机关领导也近，对干部学习、生活方面也较方便。我们意见以第二地点为好”
。报到省局后，台站管理处批文：“该站按空军数次要求，要增发航危报，因那里是一个空白点，站
址应以符合气象条件为主，兼顾农业观测，故同意建在第一地点上，林木障碍物应尽量清除，请局审
批”；省局批示：“站址问题，还必须迅速与当地领导协商清楚，以便定点、基建，此站仍需全面服
务出发，即农业、军事上的航危报”。上下意见不一，让地区气象台很为难。只好反复协商，跑上跑
下，花去半年时间。最后定在南郊枫尾。1964年下半年动工基建，先围观测场，再建站房，只几个月
便建好了，安装仪器，1965年元月1日，新站起用，升格为气象站，编制增至5人，增加气压观测，加
发航空危险天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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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记述个人经历的小书，原先考虑只是《岁月留痕》——记录自己的思想、摄生以及生活中的点滴
体会、教训，留给家族后辈参考的文字。当我把意向、资料向原永定县政协主席简鸿勤同志征询看法
时，他认为素材不错，尤其生平应该着重写，并对行文、结构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初稿草成后，又
请县方志办执行副总编郑慕岳同志审阅，他见生平篇文字很简略，也认为人生所经历的事情是主要的
、“原生态”的东西，详细写出来，方知作者的思想、看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还应着重写。反复考
虑，两位长者所提建议颇为有理。不意那么一写却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成为反映我县气象事业变化、
发展为主的内容了。但是我想，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记述国家这一段历史，用事实来阐明一个道理
，还是十分值得的。有鉴于此，个人的体验、思考就变得不值一提了，于是一再压缩，成了现在既非
思想、又不完全是回忆录的这种样子了。既然涉及气象工作的变化、发展，我只好不揣浅陋，请福建
省气象局省及龙岩市气象系统的领导审阅、提出意见了。福建省气象局周京星副局长、龙岩市气象局
童以长局长很重视，亲自审阅并给予肯定，原国家气象局骆继宾副局长阅后，帮我转给气象出版社，
并说：“台站同志写本书，记述了基层台站不少情况，很不容易，请气象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帮助
。”福建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福建省气象局党组书记杨维生局长，龙岩市副市长、
原中共永定县委温锡浩书记，在百忙中分别作序、题词，为本书增添了光彩。福建省气象局原助理巡
视员高时彦、省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黄元祺主任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龙岩
市气象局、福建省气象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为本书出版给予鼎力资助。所有这些都让我受到极大鼓
舞，使我极为感动！本书在修改定稿过程中，得到了气象出版社领导的大力帮助和精心指点，同时也
得到了气象出版社李太宇主任等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协助；福建省气象部门的老领导、老同事提出了许
多宝贵意见。正是各级领导的鼓励、关心与支持，才使本书得以和大家见面。在此，谨向关心、支持
、帮助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历时三年余，因不少事情已时
过境迁、记忆模糊，可能有与事实不全相符或张冠李戴之处；由于水平所限，所持观点难免存在错误
，欢迎老同学、本系统同事、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之至。作者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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