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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下城

体育场现有工事3427m2，整个工事分有文艺活

动、电影放映室、服务部、三防教育展览等，各部份工

事互相联通，是石结构的五级人防工事。

春节期间开放参观人数达七万人次，震动大、反

映好，有的花甲老人说：“政府真行，我活了这么大年

纪，从没见过这样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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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尾山财贸人防：

位于市郊五台尾山的财贸人防工程”主道

1058m利用洞内水质良好的条件，酿成夏令饮料，为

7扩大使用面积种植7凤尾菇，获得好的收成。

三中地下教学室



三中地下放影室

闷

培元中学地下礼堂讲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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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山弥勒岩冰厅：

清源山1#坑道位于风景美，又是游览圣地的弥

弛岩旁。为了适应时令，夏季以冷饮为主，冬季以糕

点为主，解决游客方便之处。

弥勒岩坑道饮食部



凡例

一、编撰本志旨在为人民防空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历史

资料，以资借鉴和规戒；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革命传统和国防教育，增强防卫意识；同时也为本省人

民防空工作，积累和保存一批有用的资料。

二、全志由《福建省人民防空志》、《福州市人民防空

志》、《厦门市人民防空志》、《漳州市人民防空志》、《泉州市

人民防空志》、《三明市人民防空志》、《南平市人民防空志》

等七册组成，各册一般先按专业结构设章立节，后各循时序

记述发展的历史直至现状。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上限上溯至民国时期．下限至1989年．个别
的记至该内容结束止。

五、本志历史纪年．凡民国时期的，标示民国年份，括

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对政权机构、官职、社会团体、地名，均以当

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旧地名均加括弧注明今地点，

乡、村地名则冠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贬

之词。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

名称过长。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

称，以便再用。

七、本志一律用规范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八、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单位1987年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规范。

九、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 984

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民国时期

使用的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本志资料来源较广泛．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

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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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北岸。地理座标

为东经118。35 7，北纬24。35’。全市辖5县2市1区(南安、

溪、惠安、德化、永春县、晋江、石狮市、鲤城区)，总面

积1086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8．2平方公里．市区
人口17万人)。总人口528．6万。

泉州市是闽南金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是一座历史悠

久的文化名城。远自六世纪中叶起，泉州便与亚、非各国进

行海上贸易。宋、元全盛时期的泉州港．是我国最大的对外
贸易港，被誉为“世界第一商港”，明后期因江口淤塞始渐

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市建立起冶金、机械、
食品、化工、纺织等工业的初步基础。全市交通较发达，公
路网密布．福(州)厦(门)公路贯穿南北。以晋江为主的
水运．与省内沿海各埠通航．它是晋江流域水陆交通中心．
物资集散地。

泉州又是我国著名侨乡之一，在历史上，华侨和侨眷对

福建的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和侨
眷对日益强大的祖国和繁荣的家乡倍加热爱．同样是社会

主义建设中一支积极力量。由于泉州市所处战略地位，在

1971年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被确定为福建省人防
重点城市。

泉州市的防空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自民国27年
(1938年)以来，侵华日军飞机肆虐全省．晋江地区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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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遭轰炸。当时福建省防空司令部曾训示各县保安团、防护
团、国民兵团以及抗战后援会等组织．在各城镇开展防空宣
传，组织民众防空演习．制定防空避难、疏散等措施。民国
29年(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防空法，晋江地
区各县(市)先后成立了防护团．负责督导民众进行防空。
省保安司令部向主要县、市派出防空监视队，并在重点乡镇
设立防空哨所，加强对空监视．担负空情报知任务。民国30
年(1941年)．福建省防空司令部颁发“福建省各县(市)防
空设备改进之办法六项”，限令各地执行。泉州城防司令部
于同年3月14日在晋江县城召开各界扩大防空宣传筹备

会，议定防空的重点工作是发动民众．宣传防空，督导民众

构筑防空洞、壕和地下避难室。泉州市各界募捐筹款赞助防
空事业，政府征用民工、壮丁修建防空壕、防空洞。市区街
道利用比较坚固的建筑物，前后堆叠沙包、沙袋、窗口堆积
土箱等增强墙擘厚度，防范炸弹碎片杀伤。晋江县城(现鲤
城区)的商家在市区内构筑30多处(约21 0平方米)比较

坚固的地下避难室，目前遗址尚存。在日军侵华期间，由于

国民政府仍持消极抗战之态度，加上人力、财力严重不足，
防空机构不健全．防空设施简陋，在日机狂轰滥炸下，人民

．蒙受巨大损失。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不甘
心于他们的失败．妄想“反攻大陆”．不断派飞机袭扰轰炸
福建沿海和内陆纵深。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公然入侵台湾

海峡，干涉中国内政。泉州市与台湾一水之隔，与金门近在

咫尺．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空袭和金门守军的炮击。处

在海防前线的泉州市军民，在中共泉州市委、市政府和驻军
的领导下．从人民政权建立的初期，就致力于人民防空事业
的建设，经40余年的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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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完善。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949,---,1965年，台湾海峡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政治、军事斗争极为复杂尖锐．期间出现过六次战备高潮。
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泉州市及其周围地区(围头、金井、
石井、崇武、马巷、石狮、永宁、大小登岛)，经常遭国民
党飞机轰炸、扫射和金门守军炮击。泉州市于1951年4月
成立防空委员会，由市长许集美任防空委员会主任。当时人
民防空机构尚未单列建制．由公安部门负责防空工作。全市
按行政区域建立了防空组织．组建起防空专业队伍．动员群
众构筑防空工事，开展防空常识的宣传教育活动，轰轰烈烈
地开展了反轰炸、反炮击斗争，在斗争中．全市军民经受了
考验和锻炼．防空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初步建立起了防空组
织指挥体系。1954年为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我军发起
炮击金门的战斗．1955年解放浙江省一江I_【J岛，这两次作
战．国民党军均对我进行报复行动，连续出动数百架次飞
机．对我福州、厦f]、漳州、泉州及全省沿海城镇实施轰炸
袭扰。防空战备面临严峻形势，中共泉州市委广泛发动群
众．深入反空袭战备教育宣传，调整防空指挥组织，充实加
强了防空指挥部力鼍．当时军民联合在泉州市区前沿城镇
构筑了许多防空防炮工事。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建有防空工
事1515条(处)．可容纳58298人，占全市区人口的68％
左右。这些工事虽属简易工事，但对减少空袭炮击的伤亡和
损失．仍起到了一定作用。1956年后，为加强人民防空的领
导．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与市防空指挥部合并．组成市人民防
空指挥部，在人防指挥部下设立了若干兼职办事机构．建立
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增设了防空指挥专线．更新了通信警
报没施。此后，人民防空工作不断得到充实．逐步趋于完善。
但这一时期构筑的防护工事均为防常规炸弹的简易工事，
随着形势的发展，已不适应现代防空的要求．后来逐渐倒塌
报废。60年代中期．泉卅f市根据全国人民防空会议提出的
“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方针．将人防工程建设纳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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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划中去，于1965年建成了詹厝山市防空指挥所和清
源山战备电站，这是泉州市在人防工程初建阶段达到防护
等级的两项工程。

(二)1966年～1978年，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文化大
革命使人防工作陷于停顿。嗣后，由军队主管人防工作。
1969年苏联入侵我边境珍宝岛，毛泽东主席发出“要准备打
仗”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泉州市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
一个“深挖洞”的战备高潮。泉州及晋江、惠安、南安、永
春、安溪、德化等县，建立起了各级人民防空组织。由政府
和驻军联合组成人防办事机构合署办公，增加了人防专职
干部。加强了人防指挥干部和防空专业队伍的培训，建立了
防空通信警报网。由邮政、军队和人防系统相结合．组成多
途径的通信网络。与此同时．全市深入动员．发动全民打一
场大挖防护工事的人民战争。从城市到乡村，从地上到地
下．广大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地挖掘地道、坑道和各种简易的
防护工事。这一时期，人民防空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建立
了初具规模的防空组织指挥系统．培训了．---}Lt防空骨干队
伍．人防工事的数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群众性大挖

．工事缺乏合理布局．有的单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忽视质
量与效益，加之缺少技术指导。造成不少防护工事质量不
高，幅员狭：奢、低矮．甚至危及地面建筑的安全，至使大部
分报废．浪费很大。1 971年在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

泉州市被确定为人防工程建设的重点城市。泉州市人防委
在贯彻会议精神时，首先对全市工事进行普查清理，纠正了
大挖工事中只顾数最。忽视质量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根据
对市区人口、地形、地质、水文等的调查情况，研究制定了
“打防结合”、“人防与城防结合”的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在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要求下．1973年全市有13个单位开
工，1974年增至33个单位．至1977年全市形成了构筑人防
工程的高峰期。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进一步加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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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程建设计划管理”的指示．要求人防工程建设加快步
伐。据此精神．全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点抓了新华西路
的疏散干道、清源山、五台尾山的干道以及群防工事的联片

工程的建设，当年就构筑4157．35平方米．1978年构筑
8937．23平方米和3个口部的处理．1 979年构筑1 041 4．72

平方米。这些工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创历史记录．并且开始
向平战两用工事的方向发展。

(三)1979年～1989年．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

了《告台湾同胞书》，此后．海峡两岸的局势开始逐渐缓和。
随着全国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卜来，人防工作提出了“全

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建设方针。泉
州市建设则属三类人防城市，人防工程经费大幅度压缩．停
建新项目，转为对现有工程的加固、改造、口部处理和平战
结合开发利用等项日。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市人防办根

据泉州市的实际情况．首先将纵贯市区南北．全长1 500米

的主干道和两边11个单位的人防工程扩建改造．联片成
网，加以开发利用．使这一片总面积达6100平方米的工程，

充分发挥其战备、社会和经济效益．服从和服务于四个现代

化建没。全市至1989年，平战结合工事使用面积由1985年
前的8613平方米．增至121 32平方米．工事利用率由原来

的2l％增加到30％．年产值由原来的26．6万元增至46．3
万元。在此期间．人防指挥通信等方面也得到了加强和提

高。1985年建立市人防通信站．装备了地上地下两套有线、

无线通讯设备，建立市警报中心．更新警报器械．增大了音
响复盖面积．制定市防空袭预案，结合民兵整组，重新编组
了人防专业队伍．通过培训和不断褴顿巩固．专业队伍的素
质有较夫提高，大力开展防空常识和“三防’’(防核、防化、
防生物武器)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并把“三防”教育纳入中

学教育课程．使人民群众增强了居安思危和有备无患的国
防观念．从而关心和支持人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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