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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福州市人民防空志》是一部专业志。它系统地记

载了福州市人防建设的历史与现状。既可作领导决策时的参

考资料，也可让局外人了解人防，进而关心、支持人防，又

可使人防系统的干部、职工更加熟悉、热爱人防，为人防事

业的发展而献身。 ，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

的战备工作。战时它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存战争潜

力(这一点已为最近发生的海湾战争再次证实)。平时它能为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特别是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减少

占用耕地面积，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因此，国家制

订了“长期坚持、平战结合、全面规划、重点建设一的人防

工作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要切实贯彻这一方针着

重抓好平战结合工作。《福州市人民防空志》记述的是从福州

市首次被轰炸(1933年)到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9

年)的防空建设与发展变化的全过程。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政军民是如何开展群众性反

空袭斗争以及进行防空建设和大搞人防工程的“结建’’与开

发利用的。

《志》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专业志也不例外。因此，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把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起来，

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1989年8月汇编印成初稿。此

后，我们再次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并请福州市编志办、市

建委编志办、省人防办编志办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进行初审后，

进一步做了修改补充，形成了现在的这本《福州市人民防空

志》。



人防是个涉及面极广的业务工作。编写人防志是一项艰

巨、复杂而光荣的任务。要写好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能办到的，

需靠人防系统全体同志的努力和专家的指导才行。现编辑组

的几个同志虽已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且都是兼

职，加之时间紧，资料不全，尤为遗憾的是经多方努力未能

找到1956"-"1965年的有关档案资料，因此，本《志》错、漏

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衷心希望大家予以指正，以便使之逐

步完善，也借此机会谨向关心、支持《福州人民防空志》编

写工作的有关部门、专家、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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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倒

一、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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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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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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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到1989年，个别的

记到该内容结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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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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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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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冠褒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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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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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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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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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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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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人民防空是由政府组织领导的群众性防空。担负着构筑

防空工事、疏散、隐蔽人员、物资、管制灯火、交通，进行

伪装以及消除空袭后果等任务。 ．
．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

是重要的港口和开放城市。地处闽江下游(北纬26。047，东经

119。17’)。四周群山环绕，市内有数座百米以下的孤立山丘。

内河纵横，全省最大的水系闽江经市区流入大海。地下水位

高。

福州辖鼓楼、台江、仓山三个城区和马尾区(含马尾经

济技术开发区)、郊区。以及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

长乐、福清、平潭8个县。总人口514万，市区人口125万

(1989年)。 ．．

‘福州人民防空工作，地位十分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福州市被列为一类防空重点城市。

福州的防空工作始于抗日战争后期，发展于新中国成立

之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

过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余年，福州市人

防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中

央关于“长期准备，重点建设"(1953年)和“全面规划，突

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1978年)的建设方针，完成

了各个时期的防空战备任务。尤其是在五十年代，无论是发

布空袭警报，组织群众疏散隐蔽，还是在克服困难消除空袭

后果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形势的发展，福州市

的人防工作不断前进，现已初具规模。

一、建立并完善了人防领导体制与办事机构。福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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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作由福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简称人防委)领导。人防

委由福州市党、政、军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其

办事机构为福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人防办)。文化大革

命前福州市人防办由市公安局分管，曾一度归福州军分区代

管。1973年4月．福州市人防办成为市政府的局级独立机构。
’

区、街道、大的工厂和院校人防机构设置类同。现区级人防

机构仍保留，基层单位的大都撤销。人防机构的建上和健全，

。从组织上保证了战时的防空指挥与平时的人防建设工作的开

展．

二、利用福州市内山多的特点，构筑了布局比较合理的

人防工事．总面积达××万平方米。这些工事多分布在鼓楼

地区的屏山、乌山、于山、金鸡山和中康山。台江地区的彩

气山、大庙山、吉祥山和南禅山．仓山地区的烟台山、李厝

山。马尾地区的罗星山、马限山。全市形成有山必有洞的格

局。为全市人民战时进行防空斗争与平时服务于经济建设提

供了重要条件。

八十年代开始，人防经费大幅度压缩。因此，人防工程

建设的重点由开挖转变为加固改造、口部处理和危急工事的

处理。工事面积的扩大主要靠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

(简称“结建”)。此项工作福州起步较晚。1986年开始走上轨

道，到1989年止，四年中共审定“结建"地下室计三万彩平

方米，投资额相当于国家历年拨给福州人防经费的总和。实

践证明，抓好“结建一是扩大人防工事面积的有效办法。

三、建立了通信警报网络。全市先后开设了有线通讯和

无线通讯，沟通了上下左右的联系。安装了覆盖面达70％以

上的警报系统，保证平时救灾和战时防空作战的需要。

四、建立指挥机构，整组、培训了人防专业队伍。人防

指挥工作由市人防委领导下的人民防空指挥部(简称人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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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实施。人防指首长由市党、政、军主要领导担任，吸收

有关部门的领导组成指挥部。人防指下设各业务处，负责平

时、战时的各项业务工作。各区亦按此办法组成分指挥所，负

责分片指挥工作。人防专业队伍担负着通讯、防化、救护、消

防、治安、运输及工程抢修等任务。自1949年组建以来，先

后经过多次整组。现有的专业队伍都是由市有关业务部门为

主组建的。即防化队由市防疫站组成、通讯队由福州电信局

与邮政局组成、救护队由市卫生局组成。平时培训骨干，战

时按需扩编。器材配备均兼顾平战两用。

五、结合形势任务教育和国防教育，大力开展人防常识

和“三防”(防原子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知识的

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印专刊、办展览等方式，广泛

宣传防空建设的重要性，使人民群众增强居安思危、常备不

懈的国防观念，关心和支持人防建设。

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了后

勤保障能力。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人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从“准备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转为服从“四化船建设，服务于。四化"建

设，并突出了平战结合工作。尤其1986年底国家人防委在厦

门召开《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座谈会》后，强调了树

立“三个观念"(商品观念、经营观念、效益观念)，讲求

“三个效益"(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从此，福州

人防工作出现了新面貌。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

变。从只注重战备效益转到既注重战备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用经济效益促进战备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在

实际工作中围绕着服从、服务子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开

拓人防建设的新路子。采取了“抓更新观念，促改革开放；抓



平战结合，促经济效益；抓两个文明建设，促目标管理责任

制落实一的措施，使平战结合工作三年迈出了三大步，工事

使用率达31．9％(1989)。工程施工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扭

转了福州人防建设的被动局面。

福州人防系统的广大职工，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

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培育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在各项工作中曾涌现

出不少好人好事。先后受到国家人防办和省、市领导机关表

彰的就有一千余人次。-
～

，

目前福州人防建设已由封闭型、管理型、消耗型向矸放

型、经营型、增值型转变。改革开放给人防建设带来了生机

和活力。福州人防工作正在沿着自我完善、自我增强、自我

发展的道路前进。

人民防空是一项集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它

涉及面很广。不仅有思想、组织方面的，而且更多的是科学

技术方面的。从工程建筑的安装到战备、生活物资的储备；从

有、无线通讯到抢修、救护技术；从交通运输到天文地质；从

航空兵器性能到原子、化学、生物知识，都得要懂一些。尽

管内容如此复杂，但人防建设仍有其自身规律可循。通过四

十年的实践，已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路子，并逐

步建立健全了一些规章制度和有关的条例、法规，使人防建

设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然而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

业，因此仍须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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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机构

福州市防空组织机构创建于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限于人

力、财力不足，组织机构很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在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共福州市委和市

人民政府致力于人民防空建设，建立起市、区两级人民防空

组织机构，列为政府一级机构建制，组织实施人民防空建设。

第一节 领导机构

民国时期，福州市防空组织隶属福建省保安司令部

主管。1940年，福建省防空司令部成立。防空业务由保安司

令部保安处防空科(股)主办，其下按警区建立各级防护团。

福州市防护团成立于1941年11月，下设第一、二、三、四、

五区团。各区团组建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避难管制、消

防、防毒消毒、救护、灯火管制、宣传、工务、配给等队、班，

均由民国专业团体充任。市、区防护团的建制、编制不明。据

1947年《福州市防空编制表》记载：同年4月之前为防空队，

编设队长上(中)尉1人。情报员少(中)尉1人，班长中

(上)士1人，哨兵上等兵2人。5月之后改为防空哨，称首

都防空司令部第三防空支部第四十监视哨，编设少尉1人，上

等兵1人。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

政府即开始进行人民防空指挥部和办事机构建设。由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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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海防前线，战略地位重要，国家将它列为首批防空重点

城市。组织机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一、(1949""1966年)。这个时期面对抗美援朝，美国军

事武装进驻台湾，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力的号召，而

国民党当局妄图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飞机进行袭扰．海峡两

岸处在临战状态。遵循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制订的。长

期准备，重点建设”的方针，组织实旌城市人民防空建设。这

段人民防空机构没有单列建制，防空工作由公安部门承担，由

其组织实施，而实际上当时党政军机关都把人民防空列为主

要任务。

二、(1966～1978年)。这个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人防

机构一度瘫痪。1969年，中央发布战备“第一号”号令，继

而发生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全国进入。深挖洞’’。要准备打

仗’’的局势。福州市建立起各级人民防空指挥与办事机构，扩

充办事人员，先由部队代管，后列为政府部门建制。

三、(1978～1988年)。这个时期全国工作中心转到经济

建设，中央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海防前线局势缓和。根

据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制订的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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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人防工作

战略方向，压缩了人防工程建设规模。人民防空办事机构设

置随作精简缩编。保留市、区两级机构建制，撤销基层单位

内部的专设机构。

一、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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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市直机关联合组成。福州市防空治安委员，

会"，下设“福州市人民防空指挥部”，领导指挥机关的防空

工作，未设置办事机构。1951年3月10日，“福州市防空治

安委员会’’正式成立，行使全市的防空领导职能。由8人组

成，市长许亚兼任主任，福建军区司令部防空处处长胡定嶷

兼任副主任，福州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等有关单位的领导

兼任委员。下常设“福州市人民防空指挥部"机构，行使全

市的空袭指挥职能。设总指挥1人，由许亚兼任，副总指挥

2人，由警备区司令员蔡园、市公安局局长许振平兼任。指挥

部内设办公室、警备科、组织保卫科、宣传科、工程伪装科、

消防科、救济科、救护科及通信总机室、情报台。各科室为

非专职机构，分别由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和警备

区的主管业务部门对口兼职，分别负责空袭中全市的有关组

织指挥工作。1952年，副总指挥许振平调整，由市公安局新

任局长谢白秋兼任副总指挥。

1953年1月，防空转入战备状态，领导指挥组织作了调

整，“福州市防空治安委员会"更名为“福州市人民防空委员

会"，领导成员组成基本不变。指挥部增至1室9科：办公室、

组训科、抢救科、救护科、救济科、消防科、伪装科、警卫

科、工程抢修科、通信联络科。1954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

批准，福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中共福州市委领导，福建军

区司令部防空处、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省直属机关党委会、

省公安厅、’福州警备司令部、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建

筑工程局等10个单位的领导同志组成，市委代理书记王一平

任主任，胡定嶷(福建军区防空处长)、李承尧(警备司令)、

谢白秋任副主任，并兼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指挥部内设

1室8科4队：工兵大队、救护大队、消防大队、自卫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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