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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湛江市人民防空志》在校对工作中不够

细致。个别地方有错漏现象。更正如下：

第4页第2行靠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李树信一，更正为“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市公安局局长李树信”。

第，6‘页第兰行“市公安局局长古安祥一更

正为一市公安局副局长古庆祥一。

第7页第7行“l 9 5 7年夏，姚润任市

公安局人防科副科长一更正为“1 9 5 7年

夏，姚润田任市公安局人防科副科长"。

第1 l页第1 5行“簿子珍一更正为“薄

子珍”。

第2 2页第7行“咕庆长任总指挥”更正

为甜古庆祥任总指挥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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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人民防空志》，是湛江人防基本建设之一。

旨在通过历史的纪实，为后人提供知识与经验。

编写《湛江市人民防空志》，是湛江人防办几代人的

梦。经过长时间的资料积累，广泛的调查、搜集，在猎取

大量史料基础上，进行比较、鉴别、筛选和整理，几经修

改，终于成书。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内容，采用纪实的手

法，截至1992年底止，共分七章和一个前言(概述)，近

六万字。第一章机构沿革；第二章组织指挥；第三章通信

警报；第四章人防工程；第五章经费物资，第六章人防宣

传教育；第七章大事记。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采裁历史，略古详今，突出重点，反映特点、真实、系统地

再现湛江市人防的本来面目。但限于水平，又因时间仓

促。书中缺点、错误难免，结构亦不尽合理，文字比较粗

糙，离“书”的要求还相差很远。诚请读者批评。

在写作过程中，备方人士有求必应，给予大力支持，

特别是人防系统老一辈人，投来了热切的关怀。借此，甚

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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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29日，蜀家人防辨副主庄、姆参作辙部副部晨卿朝

明(—肆左4)来湛祝察接兑湛江^舫全髓人黄o

19％年g月2日．国家人防榱查圈糍参工程兵部

副部最何文山(右2)在灞文藩(右4埔0市晨陪同下榱

誊甑市人防聩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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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霸一-却

1988年3月27日在湛召丽全国人防工程情赣辋十城市人防商棠

荨家座谈曹。

1986年9月2日市人防辨主任障文逼(左1)向国家人防榱查囤

涯毂人防戟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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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j述

突蒲胡嗜嗵姆静斡，避免或减少国家经济损失，保存战
每潜力蔓夺取防空袭斗争的胜利。

人民防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随着空袭兵器

发展而发展。1903年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

功世界第一架动力飞机，1911年10月23日，意大利军

队首次将飞机用于军事。此后，空袭兵器迅猛发展，极大

地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前后方的界限，战争的突发性和

破坏性急剧增大。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防空极为重

视，把它纳入国家防卫总体体系。我国组织民众防空始

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防备侵华日军空袭，

于1934年在部分省城设立防空总指挥部，在一些城市

建立民防组织机构；1937年颁布了《防空法》。抗日战争

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均采取了防空措施，

减少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摩宴后髀务院1950年作出了《开
展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人防组

东为南海，西临北部湾，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北

与广西接壤，距省会广州市500公里；硇州岛屏障于前，

东海、南三、特呈、东头山四岛环绕两侧，构成天然深水

良港。港内深水码头能同时停泊数十艘万吨级以上轮船

和停靠五万吨油轮。从湛江港到东南亚、欧洲、亚洲的航

线距离最短。湛江市陆、海、空交通四通八达，十分方便，

是粤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通信的中心。

湛江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代史上，帝国主义曾

多次在湛江登陆，霸占租地，建立基地，向国内外侵略扩

张。1949年冬至1950年春，台湾国民党飞机曾两次轰

炸湛江，损失颇大。根据湛江战略地位，1960年，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召开的战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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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坚定指出：。湛江是个方向，湛江要设防，湛江不

能丢。”1971年7月，第二次全国人防会议确定：湛江为

全国人防、城防和要地防空重点城市之一，属于国家人

防、城防任务的第一类要地防空重点城市。
’

湛江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支援南海作战的前沿阵

地和后方基地，是敌人空袭和争夺的重要目标，是必须

长期坚守，不能丢失的战略城市要地。因此，必须加强人

防、城防和要地防空建设，全面提高城市整体防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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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1899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法国殖民主义者强占

了广州湾(今湛江市)；1936年兴建面积为1823．8亩的

西厅小型军用机场，1937年开通了广州至广州湾至河

内航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至1942年问上海、广

州、香港等重要港口城市相继沦陷，广州湾成为国内重

要的对外通商港口。1943年日本侵占广州湾，法殖民主

义者即成为日军傀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

民党政府接管广州湾，改名为湛江市，是广东三个省辖

市之一。1949年12月19日，湛江解放。经考证，在法、

日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湛江未设立防空组织机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

形势仍然处于紧张状态。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

略朝鲜战争，威胁着我国安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国

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积极准备反攻大

陆。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上级指示精神，1950年下半年湛

江市委决定，成立湛江市防空指挥部和防空指挥部办

公室。从此，湛江市有了人民防空组织机构。40多年来，

人防组织体制根据时局的变化经历了多次变迁：1954

年下半年市防空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被撤销，成立市

人防科，归属市公安局；1966年至1968年由于文化大

革命的缘故，人防组织机构曾一度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为加强对人防战备工作的领导，

1969年10月3日湛江市革委会、湛江警备区联合下发

了《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湛江市人

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人防办公室。从此，湛江市人

防领导机构和人防办事机构实行了单独建立，党政军共

管体制，延续至今。

第一节市人防领导机构

湛江市人防领导机构由市党政军有关领导人和部、

委、办、局、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组成，负责决策和部署人

防战备重大事宜。

第一任：1950年下半年，湛江军分区司令员邬强兼

任湛江市防空指挥部总指挥。

第二任：1954年上半年湛江军分区改为粤西军区

司令员余成斌兼任市防空指挥部总指挥。

第三任：1969年10月3日，湛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孙诺任市人防领导小组组长，张佃林、高晓峰任副组长；

小组成员：汤文藩、李大林、刘澎波、汪玉琦。

与此同时，各城镇、大中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也

成立了人防领导小组。各级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

是：(1)负责组织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战备思想教育

和防空常识教育。(2)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掌握空情

报知，组织军队、民兵和群众挖防空洞、战壕。(3)拟制

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4)负责组织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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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抡修、治安等工作。

第四任：1971年9月19日，李发民任湛江市人防

领导小组组长，李祝三、贺明报、解英、张国英任副组长；

成员：黄伟、李西刚、陈钦、刘登来、周明、汪玉琦、李世

林。

各级革委会也相应地成立了人防领导小组。任务

是：(1)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组织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

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常识教育。(2)建立完善警报系

统，拟制对空作战计划。(3)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构筑防

空工事。(4)组织训练各种防空专业队伍。(5)制定人口

疏散、物资储备、工厂搬迁计划。

第五任：2972年，湛江市委副书记陈冰之任市人防

领导小组组长，李祝三(湛江警备区政委)、贺明报(湛江

警备区副司令员)、解英、张国英任副组长；成员：黄伟、

李西刚、周明、刘登来、李世林、汪玉琦。

第六任：1973年3月2日，市革委会主任李发民任

市人防领导小组组长，湛江警备区政委李祝三任副组

长；成员有地区革委会、市保卫、计委等有关单位的同志

组成。

第七任：1974年2月5日，市委副书记张建华任市

人防领导小组组长，李发民、解英、李祝三、贺明报、李丕

志任副组长，李祥岩、刘耀、陈志群、吴凤盈、戴洪、张德

仁、沈坚、刘书德、邹建理等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

第八任：1979年1月23日，市委副书记李恩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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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战备领导小组组长，湛江警备区政委陈守方、副司令

员贺明报、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李树信、市委常委

郊委书记郝维智任副组长，成员：市委宣传部郑光民、市

委办公室李恺元、市计委李忠金、市财办陈振文、市经委

李桐、市人防办韩成忠、市公安局林克成、市交通局林日

生、市粮食局王雄、市物资局孔令海、市卫生局陈光宗、

湛江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骆其萱。后又增补市委常委、

市革委会副主任、赤坎区委书记刘书德和建委副主任韩

明礼、邮电局局长江锐为领导小组成员。

第九任：1982年1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恩荣任市战备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市郊委书记

郝维智，市人武部部长蔡文森、市人武部政委于焕清、市

政治委员会副主任王学明任副组长；成员：市公安局副

局长黎耀、林克诚、市财办副主任、财政局局长邵明均，

市公安局副局长、郊区公安分局局长林福，市交通局局

长陈景林为小组成员。

第十任：1982年5月6日成立湛江市人民防空委

员会并由下列同志组成：市委副书记李恩荣任主任，副

市长黄L彪、市人武部部长蔡文森任副主任，委员：郊

委副书记杨茂生、市人防办副主任李适泰、霞山区区长

李浩连、赤坎区区长陈桓中，市府办副主任李恺元、市计

委副主任李丕志、市经委副主任陈钦、市建委副主任韩

明礼、市财办副主任林建、南舰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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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昱、空军雷达四团副团长丁士清、市财政局局长邵明

均、市邮电局局长江锐、市卫生局局长周登贻、市交通局

局长唐林、市公安局局长古安祥。

第十一任：1984年6月1日，副市长汤文藩任市

人防委主任，湛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全寿任副主任；陈书

光、彭业荣、陈桓中、蔡文森、林福、王栋、陈钦、陈焕文、

林太曼(海军)、高月望(空二师)、丁士清(雷达四团)、贾

春堂、王金清、施训志、韩保东、周汉儒、刘隽安、黄家宝、

张马成、陆炳光、杨应振等为防空委员会委员。

第十二任：1989年5月，副市长何均发任市人防委

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全寿、市人防办主任陈文运任副

主任；委员：市政府办陈水养、市计委汤毅、市建委彭业

荣、市经委陈钦、市财办吴焕文、市公安局陈心学、市邮

电局周汉儒、市交通局骆其萱、市商业局沈宜、市规划局

邝伯理、市城建局肖锟、南舰司令部作战处吕有臣、空二

师田钦民、雷达四团陈志明、霞山区陈华江、赤坎区梁建

荣、坡头区卢丹、市郊区沈锡良、市人防办伍福生。

第二节市人防办事机构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人防办，是市人民防空委

员会常设办事机构；实行地方政府和军队双重领导体

制；1979年正式列入市政府编制，是市政府主管人防工

作的综合职能部门。

湛江市人防办始建于1950年下半年。1954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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