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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1‘

中南地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光

辉的业绩。系统地记述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o

<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志>，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全区人民

防空事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南五省(自治区)党委、

政府和军事部门对人民防空工作的关怀和支持，记载了全区人民防空战线的

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建设成就，总结了全区广大军民与台湾国

民党、美国空军空袭斗争的经验和英勇事迹，以及积极参加人民防空建设者

的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对于激发全区军民的爱国热情，强化国防观念，增强

人民防空意识，振奋革命精神，把全区人民防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民防空是关系国家安危、民族生存、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大战略

措施，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城

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全民性的社会公益事业。搞好人民防空建设是

一件利国、利民、利战备的大好事，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历来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工作。在国家遭受

空袭和战争威胁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要搞好城市防空，号召全国人民“深挖

洞，广积粮，不称霸”。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邓小平同志指示要搞好

平战结合，强调“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住”o面对现代战

争威胁时，江泽民同志指示要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指出

“人民防空的作用十分关键，事关国家战略全局”o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下，我们要争取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和平国际环境，抓紧时间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不断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搞好各项战备建设和人民

防空工作。

广州战区是祖国的南大门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处军事斗争的第一线，

是中央军委确定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也是历史上和未来战争中敌人入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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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 言

空袭的重要方向和重点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教

育全区广大军民不要忘记过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居安思危，保持高度警

惕，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建设，充分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防空袭

斗争的准备，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全区的人民防空建设，要继续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长期准备、重

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深化人民防

空工作改革，不断增强人民防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要适应军事斗争的需

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要求，切实做好打赢高技术局部战

争的城市防空袭准备，努力提高城市的整体防空抗毁能力。

<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志>是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建设不可缺少的史料，也是

全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愿<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志>对全区军政

机关和人民防空工作者的学习、工作能够有所帮助和借鉴。同时，对为编纂

出版本志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广州军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Oo二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依据中南地区各省(自治区)及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人民防空工

作档案资料编写而成。

二、本志记述时间跨度，上限1949年，下限2000年。对于需要溯源的史

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各个时期中南地区人民防空事业发展变化情况及现状。全

志前列概述，内列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组织指挥、通信警报、人防工程、宣传

教育、科研学术、经费物资等八篇，后为附录：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大事记、遭受

空袭情况、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以及政策法规选编等。

四、本志记述以大军区和省(自治区)两级为主，上下呼应，内外沟通，力

求完整。

五、本志采用志体编排内容，按专业性质分类，横排竖写，以类写事，纵向

延伸，记述发展过程。

六、本志所列机关单位名称有全称或简称，如“人民防空委员会”、“人防

委员会”、“人防委”；“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办公室”、“人防办”；“人民委员

会”、“人委”；“革命委员会99、66革委会”；“人民武装部9Y、gdi人武部”等等，前者为

全称，后者为简称，两者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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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就地理概念讲，包括华中和华南。就战区讲，50年来，因形势和任务的变化

几经变迁，战区所辖地区范围也有所不同。1949年5月至1955年5月，中南行政区、中南

军区辖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1955年7月至1985年9月，中

南地区分为武汉军区(辖河南、湖北省)和广州军区(辖湖南、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1985年9月，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广州军区合并，湖北省划归广州军区，1988年4月，海

南建省，广州战区辖湖北、湖南、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本志所记述，主要是

广州战区现辖上述5省(自治区)的人民防空工作情况。

[战略地位】

广州战区位于中国中南部，地处北纬3。40’一33。20’，东经104。207—119050’。即东起

粤闽交界处之宫口港，与南京战区之福建、江西、安徽省相接；西至广西西林县西境，与成

都战区之重庆、云南、贵州、四川省相连；北起湖北郧县北境，与兰州战区之陕西、济南战

区之河南省相邻；南至南沙群岛之曾母暗沙，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等国隔海相望；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陆地边境线长673公里，大陆海岸

线全长5792．3公里，共有大小岛屿1800多个，岛岸线总长4666．7公里。战区辖鄂、湘、

粤、桂、琼5省(自治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东西宽1300公里，南北长3300公

里。陆地面积84．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8．9％。海区面积约210万平方公

里，占全国海区总面积的44．4％，是全国海区面积最大的战区。截止2000年底，人口为

25409万人。其中湖北省5949万人，湖南省6562万人，广东省7360万人，广西壮族自治

区4751万人，海南省787万人。

中南地区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既有七山(桂西、湘鄂西、鄂北、湘鄂东、粤

东、桂东粤西、南岭)、两水(长江、珠江)，又有三大平原(江汉、洞庭湖、珠江三角洲)，还有

近千个大大lJvl,的湖泊。正面宽、纵深大、海岸长、岛屿多，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经济发

达，交通四通八达，且邻边国家多，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历来是列强入侵和袭击的重

要地区。近百余年来，屡遭外敌入侵。从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就战火不

断。1841年英国攻占珠江口，占领香港，葡萄牙也趁机占领澳门。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

争，英法联军入侵广州。1883年12月，法国入侵广西，挑起中法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日本先后攻占武汉、长沙、汕头、湛江、钦州湾和海南，继而陷南宁、广州等地。1950

年3月，退踞台湾的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轰炸和袭扰中南沿海城市。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

争后，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加强了对中南沿海城市的轰炸和袭扰，并空投武装特务和布

撒细菌，加大了对中南地区的破坏活动。1964年7月，美国入侵越南，并派遣军用飞机频

繁入侵广西、海南上空进行挑衅活动。50年来，美国一直没有终止过在中国南海上空的

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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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活动。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战区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战区地处对台

斗争第一线，肩负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战略地位愈加重要。

中南地区城市众多，至2000年底共有县级以上城市143个(地级市62个，县级市79

个)。其中湖北34个、湖南28个、广东53个、广西19个、海南9个。市区人口20至50万

城市有55个，50万至100万城市有15个，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现有国家人民防空

重点城市58个，按防护类别分为一类9个、二类12个、三类37个。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

点市(县)84个，其中湖北36个、湖南39个、广东4个、广西3个、海南2个。

[发展历程】

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工作始于1950年，50年间，经历了抗击美国、台湾国民党空袭，奠

定人民防空建设基础；全民动员，随时准备打仗，大搞人民防空建设；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平战结合，全面发展和依法建设，依法管理五个时期。

一1950年至1968年，是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工作开始创立、奠定基础的时期。这一
时期，建立了人民防空机构。进行了防空知识宣传教育，组织构筑了防空洞(壕)。组织训

练了人民群众防空自卫队。开展了针对美(国)蒋【蒋介石)的反轰炸、反破坏、反对细菌战

和搜捕台湾国民党空投特务的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至1958年为初创阶段。1950年3月13日，中南军区兼第四野

战军司令部，针对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对中南沿海城市进行轰炸

破坏和袭扰的情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区发布了<防空指示>，要求加强城市防空工

作，在武汉、广州、汕头、长沙、株洲、南宁等20多个城市，立即成立防空委员会、防空司令

部，并对当时的防空组织与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扩

大对中南地区城市空袭的强度和范围。195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根

据中共中央11月4日<关于城市防空准备工作>的指示，发出<防空指示>，强调进一步加

强各省、市、县防空工作。据此，各省及大中城市与沿海市、县相继成立了人民防空机构，

设立了防空监视网，制定了城市防空疏散、通信联络和防空期问防火、治安与交通管制办

法，组织城市居民构筑防空洞(壕)，组建训练了防空自卫队，开展了反轰炸、反破坏、反对

细菌战和围歼国民党空投特务的斗争。在美、蒋空军空袭沿海城市、对广大地区布撒细

菌面临严重危害的情况下，及时妥善处理了空袭后果，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有力

地支持了抗美援朝作战。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防空工作转入平时体制，各级人民防空

机构归属公安建制。1954年至1958年，全区人民防空工作主要是贯彻第一次全国人民

防空会议提出的“长期准备，重点建设”方针，按照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央人民防空

委员会颁布的<城市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规范>和<工厂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规范>，

在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中贯彻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重点进行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开展了组织指挥、通信警报和宣传教育等人民防空工作。1958年9月，根据国

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撤销各级人民防空机构的请示报告>，中南地区除广东沿海城市和

省会城市在公安局保留人防科(处)外，其他城市撤销了各级人防机构，停止了人防工作。

第二阶段，从1962年至1968年为恢复阶段。1962年至1965年，随着蒋介石集团叫

嚣反攻大陆和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遵照中央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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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各省(自治区)于1962年先后恢复了人民防空机构。此间，全区整修了已建人防

工程，调整了指挥和通信组织，进行了城市防空疏散和人防专业队伍组训，开展了战备宣

传教育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区人民防空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一1969年至1979年。是中南地区全民动员，大搞人民防空建设高潮时期。这一时
期，在全民中开展了战备形势和防空知识教育，组织城市居民修建了大量防空工事，组织

了城市部分人口疏散和工厂疏散搬迁．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

打核战争。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事件”后，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和“防

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工作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根据中共中

央批转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精神，广州、武汉两军区，各

省(自治区)和各人防重点城市相继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并以紧急战

备姿态，全面展开各项人防战备工作，发动群众抢修抢建人民防空设施和打防结合工程

及战斗厂、战斗村等，迅速掀起了人防战备建设高潮，形成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军民共筑

地下长城”的局面。1969年9月，广州军区转发<军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纪要)，要求加强要地防空和人民防空工作，立即以战斗姿态，抓好防空疏散准备工作

和防空工程建设。1970年4月18日至5月9日，广州军区召开了人民防空现场经验交流

会，先后到长沙、株洲、南宁、桂林、韶关、广州市现场参观和进行经验交流，进一步推动了

全区人防战备建设的发展。仅半年时间，广州军区3省(自治区)就构筑防空工事438万

平方米，14个大中城市组建各种人防专业队伍44万多人，普遍建立了人防指挥机构和防

空警报系统，广州、长沙、南宁市分别疏散了城市11％至18％的人口。1969年至1971年，

全区修建了440多万平方米的人防工程，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性的简易工事，所需经费、材

料全部靠自力更生。1969年3月至1970年11月，一年多时问，武汉军区所辖两省18个

地区、19个市、182个县均成立了人防领导小组，建立了人防救护、消防、工程抢险、治安纠

察、对空射击等专业队伍共3037个，7．96万余人；19个城市挖新洞和清理旧洞55万平方

米，可容纳310万人。1971年第二次全国人防会议以后，全区人防工程建设由构筑临时

性工事向构筑永久性工事方向发展，所需经费、材料采取国家补助、地方和单位自筹等多

种办法解决，不仅提高了工程建设水平，而且经费、材料有了国家专项划拨计划给予保

障。1974年2月，全国人防领导小组颁发了<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全区人防工

程建设开始走向规划、设计、施工规范化，由群众挖洞变为采取专业队伍施工与群众运动

相结合的办法，以专业队伍施工为主的阶段。1978年10月，开始贯彻第三次全国人防会

议提出的“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人防战备建设方针，全区人防工

程建设在抓规划、抓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平战结合，许多人防工程开始被利用起来，为

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服务。至1979年底，全区共建人民防空工程452万余平方米。人防

部门自办材料厂和发动群众解决被复材料累计：烧水泥14．18万吨、烧砖38082万块、烧

石灰4．9万立方米、采石34万立方米、采沙19万立方米、捡献砖4653万块、碎石0．32万

立方米，折合人民币4053万元。平战结合利用面积21．5万平方米，占人防工程总面积的

4．8％。
。

人防通信建设自成体系，由原来利用邮电通信为主转为自建为主。1969年lO月，国

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谋部(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据此，中



工业和物资疏散计划，划分了疏散区域，并实施了部分人员、工厂和物资的疏散。1978

年，按照民兵“三落实”的要求，本着平战结合、劳武结合、专业对口的原则，进行了人防专

业队伍的整组和训练。1979年，按照国家人防领导小组的要求，中南地区各人防重点城

市，在民兵建制中分市、区、街三个层次，组建了七种人防专业队伍，广州战区统计总人数

达16万余人。此问，一些省、市还多次组织了防空演习，以检验人防专业队伍训练成果

和锻炼各级人防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人防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全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思想教育。1969年至1972

年，随着战备形势的发展，广州、武汉两军区先后数次部署战备教育工作，各地采取多种

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并针对干部、群众的现实思想，

进行了战备形势与任务教育、无产阶级战争观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有力地推动了

各项人防战备工作的落实。

一1980年至1985年，是中南地区人民防空建设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时期。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防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巩

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整顿，压缩了建设规模，缩短了建设战线。突出了建设

重点。开始向平战结合转变。这一时期，中南地区认真贯彻了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提出

的“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1979年12月，根据全国人防领导

小组下达的<关于人防工程建设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指示>和1980年

11月国家人防办公室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会议精神，以及大幅度削减国

拨人防工程建设经费(每年全区国拨经费由3300万元减至1000万元)的情况，全区人防

工程建设压缩了规模，缩短了战线，并由新建转为续建收尾和已建工程加固改造(全区人

防工程建设同1979年比较，由809项减少到225项，压缩了72％)。1981年9月，广州军

区在广州召开了人防战备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表彰了衡阳市等5个“人民防空先

进城市”和长沙市东区都正街办事处等100个“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先进单位”。会议进一

步明确了调整时期的人防战备工作任务，强调贯彻调整整顿的方针，以工程建设和通信

警报建设为重点，推动人防战备工作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平战结合，最大限度地将现有

工事利用起来，使平战结合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982年4月，广州军区人防委员会第一

次(扩大)会议强调，人防战备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南宁、湛江、海口，尤其

是要将南宁市建设成为城防与人防相结合的“要塞式”城市，以利坚守。到1985年底，中

南地区人防工程建设平战结合有了较大发展。新、续建平战结合工程65项，43万平方

米；已建人防工程开发利用3073个，利用面积达105．9万平方米，由1979年前的人防工

程平战结合利用率不到5％提高到20％。随后于1983年4月，广州军区在湖南长沙召开

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会议，采取以会带训形式研究探讨如何搞好现有人防工程的防水堵

漏、防潮除湿和加强工程维护管理的问题。1983年5月，国家人防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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