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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春”商场出口处

市属企业轻工产品在“四季春”展销



“四季春”商场业务洽谈室

会议室。面积60平方米

市属食品工厂产品在“四季春”展销



“四季春”商场传柑饮食店63平方米。

“四季春”商场内的职工食堂。



指挥所地下室最底层通道



指挥所内无线电生产车问

三明师范地下体育教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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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西粮食加工厂油库

出入口一侧

荆酉粮食加工厂油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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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地下医院医药仓库一角

三明真菌站地下磨菇生产场一角

譬搿瞄曩



明印染厂生产车间
利用地下风的引管



蕃、州嚣甘=L帮州蜊帮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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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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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汁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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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