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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人防战备工作是关系到

国家安危的战略方针。在城市坚持持久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人民防空建设，平时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服务，战

时防御敌人空袭，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存战争潜力，以夺取

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赤峰市的人防战

备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以来，

依靠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在组织指挥、工程建设、通信警报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今后的人防

建设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发展赤峰、百业具兴的战世之年，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同意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

解放思想、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求实存真的原则，查阅、收集了

大量资料，经过三年多的辛勤耕耘，编写了达部具有较强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区域性特点的专业书籍，为赤峰市人防战备工作

做了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好事，值得庆贺。该志书的出版，

不仅对资治、存史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我市人民防空事业的全面发

展，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赤峰市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是国家确定的一类重点人防城市，

是首都北京的侧翼屏障，是敌必争我必守的战略要地，在未来反侵

略战争中，屑负着些守赤峰，保卫首都北京的光荣任务。所以，我



们要以志书为借鉴，全面贯彻执行“长期坚持、平战结合、全面规

划、重点建发矽的人防战备工作方针，迸一步加浊人民防空建设，不

断提高城市的整体防护能力，为建设赤峰、保卫赤峰做出新贡献。

赤峰市市长、人防委主任

冯连乏

一九克一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是根据北京军区人民防空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编

纂的城市人防专业志。

二、本志时限：上起1933年，下止1989年底。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仅限于赤峰市行政区内的防空事业及与人

防战备工作有关的内容，重点记述解放后赤峰市区的人民防空事业

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新时期的人防建设。

四、本志为章节结构，前列概述，内分战略地位、组织机构、

工程建设、组织指挥、通信警报、宣传教育、平战结合、财务物

资、大事记，共九章，最后为附录。每章分列若干节，大部分节下

设日。

五、本志采用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文字记述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横排竖写，以类系事。概述，有叙有议；

大事记为编年体和纪事本来体相结合；其余章节，均为记叙文体，

叙而不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本志内所涉及的政区和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市辖旗

名称，按习惯简称书写，克旗却克什克腾旗，阿旗毫F阿鲁科尔沁旗，

喀旗卸喀喇沁旗，左旗皂p巴林左撞，右旗卸巴林右旗，翁旗∽翁牛

特旗。

七、昭乌达盟于1 983年10月10曰改设赤峰市，实行市管县体

制。原赤峰市改为红山区，并增设元宝山区。原赤峰县改为郊区。



意书行文中的“原赤峰市"基本是现在的红山区。“赤峰县"基本

是现在的郊区。

八、资料来源于赤峰市档案局、统计局、人防办公室档案室和

有关人员的回忆，参照了《昭乌达盟兵要地志》、《红山文史》和

《赤峰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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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总面积84，361平方公里。是国

家确定的全国人防一类重点城市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赤峰市的防空工作始于伪满时期的1933年，发展于1939车以

后。从1945j每赤峰市解放至1989年，赤峰市的人民防空工作在当地

政府和军事部门领导下，经历了由军分区和公安部门兼管； 摸索

创立、建立健全防空职能机构；全面发展和贯彻“调整、改革"方

针，整体推迸平二战结台，稳步发展三个阶段。

7为满时’期l内防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维

护共侵略者的翻盆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1931年以九。一八∥擎交巧j久，日本侵略者便开始实施其蓄谋

已久的俊占我热河省的计划。l 933年3月2 l：：j，目军军用飞机侵犯赤

峰，进行证空侦察，散发传1单，这是赤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飞机。

次日，固军侵占赤峰。磋目伪统治时期，日军在不断豫化军二≥统治、

扩充军事力量的同时，便着手进行防空部署。1 933年成互。j满

洲国协和会赤峰办事处矽 (1 935年改为“满洲圉协和会赤峰县本

部黟)，下设义勇奉公总队(由警察署直接领导的防空组织)。

总队在四个区设有四，7卜分队，队员在25～35岁之间，每个分队有

70～loo人，受区公所和义勇奉公总队双重领导，主要负责防空、防

毒、消防和灯火管制等任务。

1941车以后，随战局的变化，伪满洲国协和会赤峰县本部，不



断强化防空工作，除组织义勇奉公队员向市民宣传防空知识，对学

生进行军事、个人防护动作训练外，还强制市民家家户户挂黑窗帘，

组织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居民院内挖防空壕，进行防空袭隐蔽、灯

火管制等演习活动。

侵赤日军，为掌握城市制空权，提高城市防空能力，从40年代

初开始着手修建军用机场，拟派空军驻防。

1941年5月至1 945年，侵赤日军在平庄修建了军用机场，建有

机库9座，可容纳飞机9架和宽40米，长3，oo。米的沙粘土跑道一条，

可供军用飞机起降o

1944年又在陈家营子修建军用机场，开工不久，日本战败投

降，机场停建。另外，还在赤峰箭亭子和栋西西门外建成简易民用

机场各一处，供小型民用飞机起降。

伪满时期的防空从1 933牟成立“满洲国协和会赤峰办事处"

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近13年。

1 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中共热

河地委派张立文带领30余名干部进驻赤峰，组织发动荤众，筹建市

人民政府。9月初赤峰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 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北票逼近赤峰。为抗击国民党军队

的进犯，保卫赤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赤峰市成立了城防指挥

部，负责组织指挥城市防空和城市防卫作战工作。6月3日，国民党两

架飞机在赤峰市上空进行盘旋浈察。lo月lo日，銎照党93军暂编22

师进占赤峰。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6月5日，

进占赤峰市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向南败退。6月6日我军收复赤

峰。6月8日中共赤峰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返回赤峰。国民党军队为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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