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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志》，在黑龙江省人防办公室的关怀、帮助

下，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经过

五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问世。值此，我向为这部防空志付出辛勤劳

动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

这部《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志》，记述了佳木斯市区和市属各县

(市)从1950年一1990年人民防空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和所取得的业绩。

四十年来，全地区广大军民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领导

下，历经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为人防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

立了丰功伟绩。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后，全区各级人防部门

按照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人民防空各项建设。

特别是随着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区人防工作也进

行了深入改革，实行了战略转变，使人防建设从过去的单一战备形

式，走上了战备、社会、经济效益并举的整体平战结合的轨道，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佳木斯地区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其战略地位决定了人民防空建

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

教训，为把佳木斯地区的人民防空事业建设成为适应“四化”需要的

现代化人民防空，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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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志》是记述佳木斯地区人民防空工作发

展的历史资料，按照志书体例进行编纂。

二、时间断限：上限自1950年4月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委员会成

立始，下限断至1 990年年末。专项工作起始时间先后不一，按实际发

生记述。
。

三、地域范围．：限于佳木斯市行政区划内即原合江地区和佳木斯

市所辖县(市)的人防工作，侧重记述佳木斯市区的人防工作。
’

四、表述形式：本书采用志体，横排竖写，以类系事，以文字记述

为主，由记，志、图、表、录等5种形式组成。

五、记述内容：全书前列概述、大事记，内分机构体制、组织指挥、

通信警报、防护工程、地方战备、平战结合、宣传教育、业务技术、学术

研究、计划财务统计、两个文明建设10章，最后为附录。

六、资料来源：一是省人防办公室提供；二是市公安局和市、县档

案馆的档案资料；三是全区市、县人防部门的档案资料；四是当事人

或知情人的口碑资料和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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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下游南岸。中心位置在东

经130度22分08秒，北纬46度48分36秒。地势南高北低，水位在

4．5米，海拔为111米。市辖5区、2市、8县。其中边境有1市2县，

边境线长580公里。全区面积55 580平方公里，人口2 852 979人。

其中佳木斯市城区面积82平方公里，人口505 160人。

．佳木斯市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黑龙江省商品粮生产的重要地

区。佳木斯市内是综合性工业城市，有造纸、农机、纺织、电机等重要

工厂，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

佳木斯市防空工作，始于伪满时期，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后。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其侵略者的利益，不断强化对防

空的部署。1935年3月，佳木斯市成立《满洲防空协会》，1936年建立

了联合防护团组织，开展了以防空监视、灯火管制、防空演习、掩护掩

蔽等内容的防空工作。伪满时期的防空从1 934年开始到1945年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历时11年之久。
‘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东北战场上，国民

党军队在屡遭失败的形势下，派出飞机对解放区后方实施狂轰滥炸。

佳木斯市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防空t'口-J题的通令》精神，成立

了以卫戌司令部为主、地方有关部门参加的人民防空委员会和办事

机构，开展了防空宣传教育、制定颁发防空期间警报鸣放、灯火管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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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东北在下列各大、中、小城市(指

定城市中包括佳木斯市)应即成立防空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佳木

斯市于1 950年4月成立防空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和防空办事机

构。1 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针对侵朝

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东北领空侦察、扫射、轰炸的形势，1 950年8月28

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又一次下达了《关于加强各省、市、县防

空工作联合指示》，要求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强防空工作，立即进行市

民的防空组织和在各级政府下设防空机构。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佳木

斯市对已建立的防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重新进行检查和整顿，深

入开展了组建防空专业队伍，建立对空观察组织等防空工作，取得了

“反破坏、反轰炸、反对细菌战"的胜利。

二、结合基本建设、经济建设进行人民防空建设阶段。1953年11

月，中央召开第1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制定了“长期准备，重点建

设’’的方针。按照这个指导方针，人防工作从受形势左右的临时状态

进入结合经济建设、基本建设长期进行人防建设的轨道。佳木斯市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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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起，进一步健全了人民防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在重要企

业建设中贯彻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在基本建设中，有计划地在新

建筑物下修建地下防空设施。全市从1954年——1958年期间，结合

基本建设修建防空地下室2 379平方米。同时，组建了防空专业队伍

和加强了防空通信警报建设。1958年12月，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转

发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撤销各级人民防空机构的报告》精神，经

市政府决定，撤销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和防空办事机构，这是建国后人

民防空工作第1次中断。人防机构撤销后，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

批评。毛主席在1965年6月指出：过去公安本来有个部门专管城市

防空，后来取消了。这样大的问题，也不提到中央讨论，这是无政府主

义。由此可见，1958年底撤销人防机构、中断人防工作，是人防工作

的一大失误。

三、人民防空和备战工作全面发展阶段。1 958年底人肪机构撤

销到1965年，这期间，先后进行两次小规模的人防战备工作。1960

年国民党趁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派遣飞机窜到佳木斯市郊区上空

撒发反动传单。1962年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这两个时期都在市公

安局临时组织防空人员配合军事部门进行一些临时性的防空工作。

60年代中期，美国侵略越南战争采取逐步升级的步骤，严重威胁我

国的安全，1965年5月，中共合江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

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请示报

告》精神，成立了合讧地区备战领导小组和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委员

会，建立备战办公室和防空办公室，全面进行备战工作和防空工作。

备战工作主要迸行备战思想教育、后方基地建设。防空工作主要进行

制定城市工厂搬迁和人口、物资疏散规划，组建、训练防空专业队伍，

修建了“102’’地下指挥所。正当全市人防战备工作深入发展之际，开

始了“文化大革命”，人防战备工作又一次被迫中断。，

四、人防战备工作持续发展阶段。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

件后(注：珍宝岛在合江地区所辖虎林县境内，当时合江地区、佳木斯

市地市机构合一_)，激起了全区军民的极大愤慨。3月2日下午合江

3



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合江地区支前办公室。在此

以后，毛泽东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合江地区迅速成立战备

领导小组和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全面开展了支前和各项

人防战备工作。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战斗号召下，要

人出人，要物出物，全力以赴地支援珍宝岛前线作战。同时，广泛开展

了构筑防空工事，组建防空专业队伍，制定和实施城市人1：2疏散、工

厂搬迁、分迁，地、市、县后方基地建设，其声势和规模，是建国以来人

防战备工作所没有的。这样的声势和规模持续到1979年。

五、人防战备工作进入调正、改革阶段。1980——1985年，佳木

斯市人防战备工作开始进入调正、改革和战略转交的新时期。1980

年根据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关于工程建设贯彻执行调正、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和省人防办公室在牡丹江市召开的重点市县人防办公

室领导座谈会和在双城县召开的工程计划会议精神，人防工程建设

从以新建为主转为以加固改造、口部处理和维护管理为主。经过三、

四年‘的努力，不仅把工程建设中遗留的主要问题基本解决，而且改革

了人防工程设计、计划管理和施工管理，改变了连续10年只抓工程

建设速度，忽视工程质量的倾向和只重视工程建设，忽视其他人防工

作的倾向，开始了组织指挥、通信警报、平战结合、后方基地建设协调

发展的新局面。

六、人防战备工作进入平战结合阶段。人防工作平战结合，虽然

早在1971年第2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就提了出来。其指导思想是在

保证战时需要前提下的平战结合，没有很好的开展。1 978年第3次

全国人防工作会议制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

一"的方针，确立了人防战备工作平战结合的发展方向。1979年全区

开始人防工作进行调正，人防建设的速度受到了影响。1984年7月

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人民防空条例》后，特别是1985年以

后，全市人防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从应急准备转

到长远建设，从注重发展速度转到注重效益，从突出战备效益转到全

面提高战备、社会、经济效益。全市人防战备工作的改革，战略思想的

4



转变，平战结合得以全面发展，给全市人防建设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从1986--1990年的5年中，平战结合利用人防工事收取使用费近

200万元。同时，在国家人防委员会和省人防办公室的支持下，改进

通信设备，人防通信总机由过去100门供电式改为420门纵横制，利

用空闲信道，为社会服务，电话实行对外放号298个，并新建、扩建和

改建了部分地下通信电缆线路。各市、县、区人防办公室利用人防工

事同时，在后方基地发展自营性生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
●

佳木斯市的人防战备工作，从1950--1990年，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军事部门的领导下，建立起各项人防战备工作的初步基础。

一、初步建立了防护工程体系。40年间，全市人防工程建设针对

现代战争突然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和佳木斯市地处边境的地理位

置，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执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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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各个时期的形势、任务，采取和城市建设、基本建设、经济建设相结

合的方法，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人防工程建设。1985年以后，在平战

结合方针指导下，对已建工程积极开发利用，新建工程达到平战双重

功能的要求。到1990年末全市建设了700多个大小不等的人防工

事，使用面积18万多平方米。其中地道473个，128 278平方米，地下

室221个，46 1 57平方米，坑通9个，6 485平方米。平战结合的工事

(城区)206个，使用面积63 687平方米，占城区人防工事的40．1％。

二、初步建立起组织指挥体系。从1 950年——1990年，佳木斯

市防空组织指挥建设从单项建设发展到系统建设。80年代以后所形

成的《防空袭预案》，将组织指挥建设系统化、规范化。1 988年开始制

定的《核化事故应急救援方案》，进一步补充了《防空袭预案》的内容。

到1990年底，佳木斯市地区各市、县普遍制定了《防空袭预案》，组建

一支以防化专业队为骨干的防空专业队伍，中学“三防"知识教育形

成制度化，城市人口疏散城乡挂勾，建立疏散基地，形成以《预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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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汇接机1部、电话单机110部。架设了从抚远、勤得利、海青等边

境通往市预备指挥所、后方指挥所700余公里的电话线路。1985年

以后，人防通信警报在平战结合方针指导下，利用人防通信、警报设

施，为社会服务，为抢险救灾服务。1988年又建设了佳木斯市与各县

(市)二级无线电单边带通信网，增强了县(市)级人防部门在社会抢

险救灾中的通信保障能力。

四、初步建设了战略依托的体系。1965年以后，佳木斯市和各县

先后结合开发山区、武装社队建设后方基地，到1973年，全区1市

13县(市)均在后方基地建设了指挥所、档案库、通信线路等指挥项

目和军械修配厂、粮油加工厂、物资储备库等战备项目，并大量开垦

了荒地，发展粮食生产。1975年以后，后方基地建设逐渐滑坡，市、县

后方基地坚持走发展生产，平战结合的道路，从消沉趋向活跃。佳木

斯市后方基地在平战结合的道路上，坚持不懈，蒸蒸日上。到1990年

底，形成以养鹿、养熊、养禽、养猪、养鱼为骨干的养殖业；以种人参、

果树、葡萄为骨干的种植业；以解决职工生活福利为内容的生产项

目，平时是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的基地。战时是进行反侵略斗争的依

托。



大事记

．1 950年

4月22日 佳木斯市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和防空司令部。人防

委员会主任苏醒，副主任曹永祯、唐恒。

． 5月25日 佳木斯市防空哥令部在《佳木斯市防空工作的若干

规定》中，确定发电厂、东北第二纺织厂(佳木斯纺织印染厂)、市首脑

机关、铁路江桥为重点保护目标。

11月28日 佳木斯市人防委员会下达《佳木斯市在短期内迅

速作好各项防空准备工作》的通知。

12月7日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组织市政府机关干部、联合中学

的师生进行保卫重点目标、实施灯火管制和指挥员进入指挥位置的

防空演习。

1 951年 一

#

’

1月26日 中共佳木斯市委根据松江省委的指示，按照“动员

与自愿相结合，战勤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佳木斯市战勤动

．员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5月11日 佳木斯市人防委员会举行全市防空演习。参加演习

的防空专业队伍1 900人。演习就地疏散隐蔽、灯火和交通管制、对

空射击、消防等项目。

8月21日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颁布《佳木斯市防空指挥部组织

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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