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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币洞冥酒家营业厅

南平造纸厂劳动服务公司地下仓库

(该厂工事面积4200余平方米，目前已利用3200余
平方米，利用率达75％左右)



南平市洞宾酒家洞口于1980年10月建成



南平水泥厂地下会议室洞口

(于1980年10月建成)

南平水泥厂地下会议室(251平方米)

(于1980年10 YJ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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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平市人民防空志》经过几度寒暑，数年耕耘，终于付

梓问世。

南平市的防空工作历经40多年的发展过程，记录下这段

历史，反映了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给人与启迪，以

借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南平市人民

防空志编写办公室根据福建省人防办的统一部署，于1989年

6月开始筹备编纂《南平市人民防空志》。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搜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制

作一批资料卡片，并对其进行筛选、考辨。在这样的基础上，

又几易其稿。由于字稿内容多，时间跨度长，资料有限，但

是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现在《南平市人民防空志》终于成

书了。 、

这部志书在收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凝聚着修志人员的

心血，同时也得到福建省人防办公室、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
、 员会、南平市档案馆、南平市公安局、南平地区公安处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指导和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档案文史资

料，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南平市人民防空志》作为一部专业志．它记载了南平市

人民防空工作，容纳了城市人民防空和地方战备两项内容。全

书分为：概述、凡例、组织机构、组织指挥、通信警报、防

．护工程、宣传教育等5章13节和附录。

本书用马克思主义、k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为指导思想，坚持让事实与材料讲话．寓规律和观点于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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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中，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力图客观地反映南平市不同时

期防空事业的发展过程，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资料收集

不全，因此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仍然有不完善的一面，难免

有谬误、疏漏之处，我们敬请各级领导、行家和诸者校正、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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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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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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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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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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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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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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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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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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概

南平市位于福建中部偏北，闽江上游建溪、富屯溪、沙

溪三大支流汇合处，地理座标：北纬26．39，东经118．19，靠

近北回归线，全市面积2694．40平方公里，人口1991年统计

为46万多人，南平地扼水陆交通要冲，是进入闽北的门户，

素称“闽北锁匙’’，也是闽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周围群山依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有

‘‘钢延平努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平市是福建新兴

的工业城市，拥有木材加工、造纸、水泥、纺织、电子、机

械、．电力、化工、冶金、轧钢等工业，其中木材工业占全市

工业产值的首位，是全国木材供应重要基地之一。

1984年7月在市郊西芹镇动工兴建的沙溪口水电站，

1991年12月竣工，历时7年，是大型水电站，年发电量9．6

亿度。南平市是福建水陆交通咽喉，闽北山区和闽江上游物

资集散地，省际进出物资中转站。鹰(潭)厦(f1)铁路莱

州至南平支线，连接南(平)福(州)铁路：是福建对外交

通干线。公路网以南平市区为中心，广泛联系各邻县，并直

达江西上饶和浙江贺村。水运以闽江为主干，轮船可直达福

州。由于南平市的军事战略地位，1971年全国第二次人民防

空会议，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人防城市。

南平市的防空事业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民国27年

(1938)5月3日，日寇飞机首次空袭南平县城，南平县政府

遂于同年11月成立南平县防护团，负责城内的防空工作，民

国30年(1941)正式成立南平防空指挥部．开始对城镇的防
·8‘



空设备和防空洞(壕)的构筑进行部署，并在市民中筹款构

筑防空洞(壕)，强化防空教育和训练。经过三年努力，先后

在城区构筑各类防空洞(壕)88个，可容纳8664人：这在当

时为防范日机的轰炸，避免损失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

胜利后．防空工作亦宣告结束．防空组织机构名存实亡，防

空设施逐渐废弃。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后，把矛头指向中国

人民解放军．民国37年(1948)国民党福建省民防司令部曾

电令各县政府督饬防空站(哨)注意天空监视，以防人民解

放军进军福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平市于1949年9月14日，成

立了人民防空领导机构。全市的人民防空战备工作，在中共

南平市委、市府和军事部门的领导下，经各级人防部门和广

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人民防空事业迅速发展，建立起比较完

善的人防战备系统。3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初建阶段。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但不甘心失败，

妄想“反攻大陆’’，不断派飞机袭扰福建沿海和内陆纵深，根

据当时形势，中共南平县委把防空战备工作摆在首位，对人

民群众进行防空宣传教育，加强人防专业队伍的建设，协同

驻军落实各项防空袭措施。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民防空会议

召开，会议确定了人防工作的指导思想，“长期准备，重点建

设”。南平县根据这一方针，重新调整了人防领导机构，设立

了防空指挥部，组建防空专业队伍，积极开展以防轰炸、反

细菌战和反空降为主要内容的人民防空工作。根据国务院

《关于结合民用建筑修建二级防空洞的规定罗，从1955年至

1958年，全市共修建二级防空洞25个，坑道950条，防空洞

1500个，个人掩体300个，可容纳3万余人。这批工程直到
·9· ’



80年代，有些被完好保存下来，而且有的被充分利用，发挥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

’
‘

发展阶段。1969年，苏联军队入侵我边境珍宝岛后，毛

泽东主席发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防止

敌人突然袭击弦等一系列指示，中央军委和国家人防办也指

示要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南平市重新建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

组，各级、各系统也相继成立了人民防空战备领导小组，全

市把人防战备工作当作中心任务。摆到议事日程。动员人民

群众，全面开展城市人民防空战备工作，迅速掀起了。深挖

洞"群众性战备高潮，无论是在城区、郊区或农村，都以临

战姿态，男女老少齐上阵，夜以继日地开挖防护工事。与此

同时，市人防部门组织和训练各种防空专业队伍，进行物资、

人员疏散隐蔽。战备规模之广，行动之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所罕见。的群众性战备高潮一直延续至1971年，这期间全

市共构筑各种人防工事40348平方米。但这一时期的人防工

程，由于重速度、数量．而忽视质量、效益，加上缺乏经验，

缺少技术指导，致使很大一部分人防工程质量不高，造成很

大浪费，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调整改革阶段。1978年，全国第三次人民防空会议，提

出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

自1979年以后，全市人防工作进入了调整改革，向平战结合

发展时期。根据国家人防委和福建人防办的统一部署。1979

年全市对人防工事进行大检查，大清理，绝大部分工程属于

。半拉子”工程，已建的工事约40％幅员小，质量差．积水淤

泥面积占工事面积10％左右。通过普查，为调整人防工作提

供了依据。1980年，市人防委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和
‘

．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