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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漳州市人民防空志》由漳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辑组负

责编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值此机会，谨向

关心支持《漳州市人防志》编写工作的有关领导、部门、行家表

示衷心的感谢!

漳州市人民防空工作历经了50多年的发展过程，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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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赋予我们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在

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于1988年4月开始筹备编写《漳州市

人防志》。

在修志过程中，先后到六县一区及市直有关单位搜集近

49万字的档案文献资料还走访与人防有关的人和事，并对其

进行筛选。考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几易其稿。现在《漳州市

人防志》终于成书了。这部书凝聚了修书人员的心血，同时它

也是漳州人防战线各级领导，广大群众共同关心。大力协助的

成果，也是漳州市人民防空事业基本建设的一项成果。

《漳州市人防志》作为一部专业志，它较系统记载了漳州

市(含市属县)人民防空建设的发展历史及人防部门的全部工

作。全书分概述、组织机构、组织指挥、通信警报。工程建设等

章。以帮助读者了解不同时期人防工作的背景和促进人防战

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更加熟悉，热爱本职工作为人防事业贡献

力量!

本志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以党的十三大关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科学、准确地记述漳州市人民防空的历史

和现状，努力把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

反映了事物的面貌，也力图客观地反映漳州市不同时期防空

事业的发展过程。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补充。·



概 述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支流芗江下游。地理座

标，东经117．4，北纬24．3。全市面积262．4平方公里，1991

年人口420．9100人。1986年福建省实行新的行政区划，漳州

市辖一区九县(芗城区、龙海、云肖、漳浦、诏安、长泰、东山、南

靖、平和、华安县)。历史上漳州曾是重要商港和对外贸易港

市，自厦门兴起后，漳州成为内陆商业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漳州市发展为初具规模轻工、食品、纺织为主的工业．

生产城市，与厦门、泉州同为闽南“金三角”经济开放地区。水

陆交通发达，公路干线通汕头、龙岩、厦门、泉州，支线遍及全

市各县，铁路漳州至龙海郭坑支线，紧接鹰(潭)厦(门)铁路，

水运通航石码，厦门、长泰、华安、平和、南靖。漳州市在福建省

最大的冲积平原——漳州平原中部，地势开阔平坦，在军事地

理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漳州机场位于市区5．61公里，是我

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空军基地。1971年全国第二次人民防空会

议确定漳州市为全国二类重点的人民防空城市。

漳州市的人民防空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民国27年(1938)

11月27日，福建省防空司令部在龙溪县(今漳州市)组建防

空监视队，下设’6个防空监视哨，负责监视日军飞机动向，向

防空司令部报知空情。防空工作由龙溪县长亲自主管。分工

民政科负责民众疏散；建设科负责资源移藏；军民合作站负责

球护工作。将全县划为5个防空区，各区组织城防对空射击

组。配有对空射击武器。县成立了防护团。负责消除空袭后

果。当时日机空袭频繁，县城民众大部分采取早出晚归疏散到

郊外乡村，有的就地躲藏，富裕人家构筑有少量防空工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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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政府还颁布了一此防空法规，如《防空警报补助办法》、

《战时烟火通信》、《战时人口疏散》等。民国33年(1944)，为

推动防空建设，龙溪县成立了航空建设协会福建分会征求总

队第46大队，有会员4425人，其任务是开展防空宣传，唤起

民众对防空事业的警觉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州市人民防空事业得到了重

视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初期，全面发展时期和调

整改革时期。

初期，台湾国民党军飞机频繁窜扰闽南地区，在漳州市区

散布细菌毒虫，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时防空机构尚

未建立。在中共漳州市委、市府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对全市人民进行以反轰炸，反细菌为主的防空宣传教育，并设

立警报台、了望哨观察空情，各区，工矿企业和居民构筑简易

防空掩体等。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民防空会议之后，漳州市

公安局编设了人民防空科，负责办理人民防空事宜，随即颁布

了《漳州市人民防空规则》。《漳州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组织暂

行条例》．各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部门设立防空小组，自上

而下建立了防空组织，培训了一批人防骨干，在大力开展了宣

传教育活动，增强了人民群众防空的自觉性，60年代，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防空建设的指示精神，漳州市加强了人民防

空的组织力量，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人防干部，与军事部门密切

配合，积极开展人防工作，训练人防专业队伍。至“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人民防空工作由军事部门接管。

1969年，苏联军队入侵我东北边境珍宝岛后，毛泽东主

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中央军委下达了加强全国人民

防空工作的指示，漳州市立即建立了人防战备工作机构(设在



人民武装部)，随即发动群众，大搞“深挖洞”的人民战争。人防

工程建设出现了党政军民齐动手，男女老少共努力的大干快

上新局面。从1976年至1978年，漳州市共构筑人防工程

31506平方米，占总工程量65％，是人防工程建设数量最多，

速度最快的时期，但由于缺乏经验，在工程的布局和质量上都

存有不少问题。1978年全国第三次人民防空会议后，遵循“全

．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漳州市对人

防工程进行了普查，处理了一批不合格工程，加强了人防工程

建设的领导，组织专业队伍藏工，重视质量效益。至1979年，

全市共构筑地道。坑道、防空地下室等各种人防工程47930平

方米，其中平时可利用的工程占总工程量30％，为平战结合

走出了路子。与此同时，防空通信警报设施，也逐步得到了改

善，建立了人防系统的通信网路和警报系统，基本达到有、无

线电联络顺畅。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通信工具仍较落后

陈旧．战时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较低。

80年代，是漳州市人防工作的调整、改革时期。根据全国

人民防空委员会关于人防工程建设，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

整顿、搞高的方针。加强对已建工程的加固，改造和口部处

理，提高工程完好率和利用率的指示精神，漳州市人防办组织

力量，对已建的人防工程进行了全面检查，分型别类进行加

固、封闭、扩建等处理，使人防工程建设逐渐向平战结合方向

发展。1985年人防工作实行战略转变，从过去以战备为主转

向平战结合，从应急准备转向有计划有重点的长期建设，从单

纯考虑战备效益转向全面考虑战备，社会、经济三效益。全市

先后改善了四个配套工程，平战结合使用面积，由1985年的

4949平方米，占工程总数8．5％发展到1990年12234平方



米，占工程总数20．37％经济效益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收

入3900元，发展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净收入565320元，为

“六五"期间收入的145倍。实践表明，人防工程以抓好地面配

套建设为突破口，抓地面配套建设促进地下开发利用，拓宽了

漳州市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的新途径。这期间，在人防组织指挥

方面，修订了漳州市防空袭预案，以及各种保障计划和措施，

结合民兵整组工作，整顿了防空专业队伍，重点加强了防化，

救护等专业训练与“三防"(防救、防化、防生物武器)教育试

点，进一步改善了人防通信警报设施，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

度，使人民防空工作步入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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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一、龙溪县政府

组织

领导

机构

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龙溪县的防空工作由县长直接领导，县政

府各业务科兼办防空事宜。民国29年(1940)年，防空业务归

属县政府军事科负责。民国31年(1942)县政府成立空室清野

指导处，下设人民疏散、资源移芷、救护、护卫、运输、救济、医

务等股，负责包括防空在内的抗日救援机构。

二、人民防空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防空实行政府和军队促双

重领导的体制。1950年龙溪县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全

县人民开展防空袭斗争。1953年1月根据福建省公安会议精

神，漳州市正式成立人民防空指挥部，翌年8月又改称人民防

空委员会。1955年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漳州市人防委改称人

防指挥部，由市长张希良任总指挥，龙溪军分区司令员柴裕

生、龙溪行署公安处长马振兴、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达明任副指

挥。1965年龙溪地区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龙溪地区行政公

署专员鲁光任主任，副专员郭景州，军分区司令员陈朝章、漳

州市长赵克良任副主任，委员由行署、驻军等单位领导7人组

成，1969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指

示，漳州市人民防空领导机构，改称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市

革命委员会主任于克剑任组长。1974年龙溪地区人防领导小

组，由中共龙溪地委书记陈天仁任组长，龙溪分区司令员卢福

祥。地委副书记陈玉宝、苗树人任副组长。1982年3月，中共
r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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