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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第一部《黑龙江省防空志》经过几度寒暑，-数年耕耘．终于付

梓问世。

黑龙江省的防空工作历经40多年的发展过程。记录下这段历

史，反映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给后人以启迪以借鉴，

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于1984年“月开始筹

备编纂《黑龙江省防空志》·

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筛

选、考辩，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几易其稿，现在《黑龙江省防空

志》终于成书了。这部书，凝聚了修志人员的心血．同时，它也是

黑龙江省人防战线各级领导，广大群众共同关心、大力协助的成

果，也是黑龙江省人民防空行业基本建设的一项成果。

《黑龙江省防空志》做为一部专业志，它记载了黑龙江省人防

行业的全部工作，容纳了城市人民防空和地方战备两项内容·全书

前列概述、大事记，内分组织机构，组织指挥，防护工程，通信警

报、地方战备、宣传教育，技术队伍和设计科研，计划财务统计等

8章，最后为附录。在附录中附有省委，省政府有关人民防空和地

方战备工作的文献辑录，以帮助读者了解不同时期人防工作的背

景·

本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

指导，运用志书的体例结构成书。坚持以叙述为主，叙而不议，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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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于叙事之中。力图客观地反映黑龙江省不同时期防空事业的发

展过程。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谬误、疏漏之处，敬请广大

读者校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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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所载内容、上限自伪满康德元年(1 934年)有防空事业记

载始，下限断至1985年。有些内容发生较晚或中途消失则不在

此限。

二、本书记述内容限于现黑龙江省行政区划内的人防事业。重点记

述14个人防重点市、县的防空事业。

三，本书采用志体，横排竖写，以类系事·

四、本书由记、志、图、表、录等五种形式组成。

五、全书前列概述，大事记、内分组织机构、组织指挥、防护工

程、通信、警报、地方战备、宣传教育、技术队伍和设计科

研、计划财务统计等8章，最后为附录。

六、资料来源：一为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二为各部门的现行文书档

案；三为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七、书中在内容的记述上，因1959年撤消防空机构、1966年搿文化

大革命糟防空机构工作瘫痪，出现防空工作内容空白系人为所

致，书中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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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东北部边疆。北部为大、小兴安岭，大兴安

岭西坡与蒙古高原相连接；东南部为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脉；

西部为松嫩平原；东部为三江平原；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

江与苏联相望，中苏边境线长达3，040公里。

．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面积46万余平方公里。是全国

石油化工，煤炭、林业和机械工业、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省的

地理、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人防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

(二)‘
●

黑龙江省的防空工作，始于伪满时期，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

从50年代初期N80年代中期，全省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军事部门的领导下，完成了各个时期党和政府赋予的人防战备工

作任务，建立起各项人防战备工作的初步基础。

建设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地下防护工程设施。30多年、来，全省人

民针对现代战争突然性强，破坏性大等特点和黑龙江省所处的战略

地位以及战时所承担的任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执

行了膏长期准备、重点建设一和口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

合，质量第一一的人防战备建设方针，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任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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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采取和城市建设、基本建设相结合的方法，采取动员群众、依

靠群众的方法，进行人防工程建设。截止到1985年底，全省14个人

防工作重点市，县①共构筑地道、坑道，防空地下室等各种人防工

程196．19万平方米(不包括历年报废数量)。其中平时利用的工程

面积为69．9万平方米，占工程总数的35．6％，用于作地下商店、旅

店、饭店、医院、生产车间、文娱活动场所、会议室、汽车库、各

种物资库等平战结合项目2，106项。不仅创造了战时人员、物资掩

蔽的条件，还为兴办生产、服务业提供了场所。

全省非重点市、县从1969年开始，通过发动群众，构筑了人防

工程36万多平方米，到1985年末保存下来的有19．6万平方米。

建立了组织指挥的初步体系。到1985年底，全省各重点市，县

以及非重点市．县，都全面制定了《防空袭预案》，包括主案和各

项保障方案。各城市制定了战时人口、物资疏散计划，组建了消

防、救护、防化、抢修、通信、治安、运输等消除空袭后果的防空

专业队伍；从1 985年起，重点加强了防化专业队伍的组建和训练，

坚持同平时的抢险救灾结合；根据防空袭斗争的需要，各重点城市

和城市的区，建设了防空基本指挥所，预备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

按照防空袭预案的内容和程序，定期进行组织指挥业务的演习和演

练·

建设了比较系统的防空指挥、警报通信体系。截止到1 985年

底，省和12个地，市，县人防办公室建立了情报台、警报台、无线

①1971年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确定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

庆、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市为全国人防工作重点城市，同年，沈阳军区确定

绥化、双城，集贤、北安、嫩江县为东北地区人防工作重点县(市)·

’ 2 ’



指挥台和有线总机j设立了通信站，配备通信人员451人。装备了

无线电收，发信机164部，其中短波发信机44部，短波收信机l 16部、

单边带收信机4部，有线电话总机l o部。全省14个人防重点市，县

安装了电动警报器570部，音响覆盖率达N 97％，其中40％的电动

警报器实现了统一控制自动化。在长期建设中，由于不断更新通信

设备，加强通信人员的业务技术训练，基本适应防空通信工作的需

要。一 ，

’‘建设了一定规模的后方基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全省

各地、市、县先后从建设省级后方基地扩展到建设地、市、县的后

方基地。在后方基地内建设搿吃、穿、用、打"的项目，作为在反

侵略战争中用以坚持搿地不离地、县不离县、长期坚持、独立作

战一的战略依托。截止到l 971年9月，全省95个地、市、县，通过

开发山区、。武装社队的形式，有82个建设了后方基地。1972年以

后，，。由于后方基地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由于投资全靠地方白筹，

更由于战争征侯趋于和缓，相当一部分后方基地收摊下马或看门守

摊。到1979年全省保存下来的后方基地为43个，用发展自营生产的

形式，维持生存或巩固发展。

(三)
t

●

伪满时期的防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维

护其侵略者的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1 93 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制造了世界周知的搿9．i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行径，激起

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 3 ‘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在不断扩大其军事统治，扩充

军事力量的同时，不断强化对防空的部署。伪满康德元年(1 934

年>8月，成立搿满洲防空协会一，作为防空的指挥机构，在东北

的主要城市设立13个支部。 搿满洲防空协会一的建立，标志着伪满

防空的开始。伪满康德3年(1 936年)开始，在省、市，县建立联

合防护团组织。

伪满康德元年5月， 搿满洲防空协会"经过对伪满所处的地势

进行分析之后，进一步强调了对防空的部署。提出城市的建设膏应

适合防空的需要一， 膏要从平时开始，对市民进行防空教育和训

练一。由此而采取了加强防空的一系列措施和步骤。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伪满政府对防空从研究领域开始向实施

方面转化。伪满康德5年(1 938年)，伪满政府颁布了《国家防卫

法》，规定防空在防卫中的地位。强调在防卫地区境内，一切军事

行动的防空或警备以及军事以外的消防、防毒，避难、救护，灯火

管制及必要的监视、通信、警报和交通线等重要设施、资源的掩

护、警戒等事项，由防卫司令官负责掌握·，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加紧对防空的部署，

伪满康德7年(1 940年)8月22日，在伪国务院设立防空委员会，

受国务总理大臣监督。防空委员会负责审议一般的防空专门事项，

向国务总理大臣及关系部大臣进行咨询或提出建议。

伪满康德8年(1 941年)12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

战争，日本航空兵偷袭珍珠港，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使

美国遭受惨重的损失。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从开始的有利地

位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从1944年夏季开始，美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
· 4 ·



权·到伪满康德儿年(1944年)7月，美国空军不仅对日本国土进

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而且，对伪满境内的重要城市，军事设施和工

业设施进行袭击·同年7月29日美国B29轰炸机袭击了大连、鞍山

的昭和制钢所、焦炭炉和高炉的附属设施·9月8日美机B29百余

架又袭击了奉天(今沈阳市)和大连·

在战争局势日益恶化，濒临战败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在防

空方面实施更加疯狂的法西斯统治·伪满康德11年(1944年)7月1

日，伪满政府公布了《关于防空临时实施命令》，规定膏防空的实

施，由国务总理大臣确定防空的开始、地域、程度及其他必要的事

项。一还规定口对违犯防空规定的，处lo年以下徒刑或5000元以下罚

金。对有利于敌方为目的而违犯防空规定的处以死刑或无期徒荆"。

伪满康德12年(1 945年)4月8日，伪满政府公布了防空方面

的最后一个法规一《防空特别措置法》，规定“主管大臣依据防空的

需要，对重要设施或事业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就其设施或事业的防

护，物资的防护，发布必要的命令；视防空的必要，对指定区域内

的建筑物或工作物，命令其转移、除掉或禁止限制新建，改造，增

建；限制居民的居住或命令居民转移；有权使用或收用土地，建筑

物，其他工作物件劳·

伪满时期的防空，从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建立满洲防空协会

起到伪满康德12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止，

历时达11年之久。

(四)

从解放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人民防空战备工作

， 5 ，



经历了从全面到重点，重点和全面相结合的发展过程。1950年一

1953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全省各市、县普遍进行人民防空工作；

1 954年一l 958年，根据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决议精神，确定黑龙

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等5个城市为全国

进行人民防空的重点城市，即列入全国防空级别的城市。同时，在

列级城市中还确定一批列入防空级别的工厂企业，其他市、县均不

进行人民防空工作。1969年以后，在战争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

全省各市、县普遍开展了人防战备工作。1971年第二次全国人民防

空会议，确定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

庆、鹤岗、鸡西，伊春、双鸭山市为全国进行人民防空工作的重点

城市，沈阳军区又确定黑龙江省的绥化、集贤、北安、嫩江、双城

等5个县为东北地区进行人民防空工作的重点县。从此，全省形成

了重点市，县和非重点市、县普遍进行人防战备工作的局面。重点

市、县和非重点市、县的差别是：国家投放的经费、材料保证重点

市，县的需要；非重点市、县人防战备建设全部靠地方自筹解决。

从1 947年一1 985年的38年间，黑龙江省的人民防空工作主要经

历了6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惨重失败

的形势下，屡以飞机对解放区实施狂轰滥炸。全省各城市根据1947

年9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防空问题》的通令精神，开始

了人民防空工作。这一时期的人民防空工作均以卫戍司令部(或驻

军司令部)为主，吸收地方党、政、团体等有关部门参加，组成防

空委员会，由军队负责对防空工作的部署和实施，主要是开展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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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制定～颁布空袭警报、防空期间的灯火管制、治安管理

等规定·1948年以后，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防空工作也

随之结束·

二、初创阶段。1950年一1953年是全省人民防空工作的初创阶

段·当时，提出开展人民防空工作的背景有两点：一是中国大陆全

部解放后，国民党残部蜷缩在东南沿海诸岛，在美国的支持下，屡

以飞机对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实施轰炸，据判断亦有可

能袭击东北诸城市；二是1950年6月22日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

争，美机经常侵入东北和黑龙江省各城市，进行侦察，扫射、轰炸

和散布细菌毒虫，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遵照中央军委和东北人

民政府，东北军区《关于加强省、市，县防空工作》的联合命令精

神，黑龙江省各城市和各县城，从1950年8月起，成立了人民防空

领导机构，设立了防空指挥部或防空办公室，开展了以口反破坏，．

反轰炸、反对细菌战一为主要内容的人民防空工作。广大群众以高

度的革命警惕性，监视敌机活动，取得了防空工作的重大胜利。．

’， 三，结合经济建设阶段。1953年以前的人民防空工作，主要是

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进行临时性的防空措施。1953年儿月中央召

开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总结了1950年一1953年的防空工

作，制定了搿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糟的方针。决定结合经济建设、

基本建设进行人民防空建设，在基本建设中不失时机的贯彻人防工

程措施。确定了人防工作的长期建设的指导思想。全省各城市根据

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结合民用建筑修

建二级防空洞的规定》，人防工作的重点转向结合经济建设，基本

建设进行人防工程建设。据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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