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迁市民防志

宿迁市民防局

2014 年 6 月 20 日



宿迁市民防志

作者：杨林 龙超 提交日期：2014 年 6月 20 日

第六章 人民防空

第一节 领导机构

第二节 组织指挥

第三节 工程建设

第四节 通信警报

第六章 人民防空

宿迁地区的人民防空事业，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七·

七”事变之后，随着日军侵华野心逐步扩大，国土频遭日军轰炸，人

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宿迁地方政府在民间组织群众型的防空小

组。日军为了占领宿迁，多次轰炸宿迁境内城区和重点乡镇，民众被

逼自发分头组织被动防空，安排专人放哨，用锣声发警报，疏散人员，

找临时避难所，把日军轰炸的损失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程度。后来，各

地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才组织人员对空监视，发警报、挖掩体、挖简

易防空洞，对重要目标进行伪装，并组织医护人员进行防空救护，此

时人民防空事业才有了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工作，

把人民防空列入公安系统建制，作为公安系统一个业务部门，并设专

人负责人防工作。1958年，地方人民防空委员会撤销，防空工作由



公安系统承担。1965年，鉴于当时形势，宿迁地区按江苏省政府批

示，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1966 年 9 月 15 日，成立宿迁县人民防空

委员会，各县人民防空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修订完善防空作战方案和

组织城市人口疏散演练。1997年 5 月 14 日，地级宿迁市成立国防动

员委员会，下设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人防办”。自此，开展人防

知识宣传教育、防空队伍建设、防空设施构筑、防空预案制定、防空

演练步入正规化的运行轨道，同时人民防空也被列入军事斗争准备工

作的重要内容。2000年后，在市委、市政府、军分区的领导和关心

支持下，全市人防工作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各县区人防工作

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健全机构，配齐人员，履行职能。

第一节 领导机构

一、宿城区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1997 年 5 月，宿城区成立了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办公室

仍隶属于国防动员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人武部副部长兼任，至2001

年 12月，宿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宿城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常设

机构，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编制4名，领导职数：主任1名，副主任

1名，股级和科员岗位 2名，成为境内人防指挥系统中心。

二、宿迁县（市、宿豫县、宿豫区）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1966 年 5 月，遵照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上

级关于加强城市人民防空袭的指示精神，宿迁县成立人民防空委员

会。人民防空委员会由地方和驻宿部队 16位同志组成（其中地方干

部10名、军队干部 6名），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6人，委员



会下设办公室，由驻宿部队、公安局、人武部、宿城镇等单位抽人组

成，具体负责承办防空袭工作业务。

1966 年 9 月 7日，宿迁县人民委员会颁发（66）宿发 230 号文

件，决定吸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宿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组

成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隶属宿迁县委、县人民政府及上级人民防

空委员会领导。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简称宿迁县人民

防空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民武装部，承办人民防空日常业务工作。

同时，防空委员会根据宿迁具体情况，在机关党委、城镇工作部、宿

城镇设立人民防空分会；在机关、工厂、学校、居民委员会，成立人

民防空领导小组；晓店、井头、双庄等公社（乡）以当地驻军为主和

地方公社有关部门成立防空领导小组。宿迁县境内人民防空由县人民

政府、人武部、驻宿部队联合组成，驻军 6425 部队参谋长任主任委

员，县委书记任副主任委员。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

在县人武部，人武部长任主任，驻军某部参谋任副主任，统筹指挥全

县防空事务。

1994年 4 月 30日，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和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人民防空条例》，为适应宿迁市经济建

设发展，增强新兴城市的防护能力，根据省政府、省军区、省人防办

[1993]63号文件精神，中共宿迁市委颁发宿委[1994]123号文件，决

定成立宿迁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在宿迁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军事部门

双重领导下，负责实施全市人防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防空委员会领

导。宿迁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市委书记任主任委员，市人武部政委、



副部长为副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由市人武部部长兼任。

1995 年 5月，宿迁市成立“宿迁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

办公室列入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人武部副部长兼

任。

1996 年 7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宿迁市，同时，在县级宿

迁市基础上设立宿豫县。1997 年 5 月 14 日，中共宿豫县委、宿豫县

人民政府，宿委[1997]143 号文件关于成立宿豫县国防动员委员会，

下设宿豫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宿豫县人民防空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民武装部，办公室主任 1名，负责人民防

空日常工作。2001 年 12月，配置专职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一

个综合股。

2003年 5月 8日，中国共产党宿豫县委员会，依据《中共宿迁

市委、宿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宿豫县县乡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宿豫委[2003]68 号文件《关于调整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和国防动

员工作机构设置的通知》，（宿委[2001]278 号）和《中共宿豫县委、

宿豫县关于印发<宿豫县县乡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宿豫委

[2001]29 号）设立宿豫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宿豫县国防动员委员

会常设机构。

三、沭阳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1966 年 5 月，沭阳县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成员由县政府和

驻沭部队有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全县防空袭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简称沭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承办人民防空日常事务。“文化大



革命”期间，人民防空委员会停止活动。

1994年 4月 30日，根据省政府、省军区、省人防办[1993]63号

文件精神，中共沭阳县委决定成立沭阳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在县人民

政府和军事部门双重领导下，负责实施全县人防工作，并接受上级人

民防空委员会领导。

1995 年 5 月，成立沭阳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办公室列

入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人武部副部长兼任。国防

动员委员会在县政府、县人武部的领导下形成人防指挥系统。

2001年 10月沭阳县在大幅度精简县级机构的形势下，成立沭阳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与县政府办合署办公，为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日常

办事机构，承办全县人民防空工作。核定专职行政人员 2名。2007

年 3 月增设行政编制 1名，事业编制 2名。

2005 年 7 月，沭阳县成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为指挥长的战时人民

防空指挥部，并组建了7支应急人防专业队，开展一系列人防业务。

四、泗阳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1966 年 5 月，泗阳县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成员由县政府和

驻泗部队有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全县防空袭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简称泗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承办人民防空日常事务。“文化大

革命”期间，人民防空委员会停止活动。

2002 年 1 月成立泗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是人

民防空工作的主管机构，编制 2人，2005 年，扩建编制 4人，其中

主任（或副主任）1名，正副股长2名，秘书 1名。



五、泗洪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泗洪县成了人民防空委员会，主要有地方

和驻洪部队人员组成。各级也相应联合成立了人民防空小组。“文化

大革命”期间，随着党政机关被冲击，人民防空委员会停止活动。1994

年，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常设机构，具

体负责承办日常工作。

2002 年 6 月，泗洪县在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人民防空办公室，

为行政单位编制，行政编制 5人，设主任 1名，副主任 2人，工作人

员2名。人民防空办公室内设人秘、指挥、通信、工程管理、计划财

务4个职能岗位。县人民防空预案设工程抢修、交通运输、医疗救护、

消防、公安、通信、防化等7个专业分队，分别由建设、交通、卫生、

消防、公安、邮电等单位人员组成。

六、宿迁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1996 年 7 月 19 日，宿迁地级市成立，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宿

迁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地方和驻宿部队人员组成。设主任委员1人，

副主任委员6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驻宿部队、公安局、人武部、

座下镇等单位抽人组成，具体负责承办防空袭工作业务。人民防空委

员会根据地方具体情况，成立人民防空分会，机关、学校、工厂、居

委会在分会的领导下，成立人民防空小组。农村有驻军的乡镇，以驻

军为主和乡镇有关部门联合成立防空领导小组。

1996年11月3日，宿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设立，为副处级单位，

内设综合科、指挥通信科、工程管理科，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和《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为依

据，认真执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逐步开展

各项业务工作。

根据宿政办发﹝2001﹞123号文件，人民防空办公室为正处级单

位，“三定方案”规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编制为 8名，行政附

属编制 1名，领导职数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正副科长 3名。根据

宿编﹝2008﹞15 号文件规定，增加副科级领导职数 1名。

2010 年 2 月 26 日，根据《中共宿迁市委、宿迁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宿迁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宿委[2010]46号）

要求，宿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更名为宿迁市民防局，挂宿迁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牌子。下设办公室、应急指挥与信息通信处、工程管理与建

设处、计划财务处四个内设机构。

宿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历届领导人名录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田林超 主任 1998.01—2001.04

曹家洲 主任 2001.05—2007.11

王建亚 主任 2007.12—2012.05

肖寒昌 局长 2012.5— 至今

第二节 组织指挥

一、机关建设

人民防空的组织指挥，平时主要工作是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防空



指挥系统业务建设。拟制城市防空袭预案，组织和训练人防专业队伍，

完善人防警报和通信设施建设。组织防空演习以及筹建各类指挥所

等。以保证战时对人民防空各种行动实施统一指挥，以及组织疏散和

隐蔽、快速组织抢修、救护、消除空袭后果。

1966 年 9 月，宿迁县境内人民防空由县人民政府、人武部、驻

宿部队联合组成人民防空委员会，驻宿6425部队参谋长任主任委员，

县委书记任副主任委员。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县人武部，人武部部长任主任，驻军某部参谋任副主任，统筹指

挥全县防空事务。

1994 年 4 月，宿迁市（县级）人民防空委员会指挥系统，由市

委书记任主任委员，市人武部政委、副部长为副主任委员，市人民武

装部部长为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

指挥、部署全市人防事宜。

1995 年 5 月，宿迁市（县级）成立“宿迁市国防动员委员会”，

人民防空办公室列入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人武部

副部长兼任。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形成人防指挥系

统。

1996 年宿城区成立后，宿城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区委、区政府

统一领导下，形成人防指挥系统。

1997 年 5 月，宿豫县成立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办公室仍

隶属于国防动员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县人武部副部长兼任，至2001

年12月，宿豫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宿豫县国防动员委员会常设机构，



宿豫人民政府办公室苏政办发﹝2002﹞54 号文件规定：人民防空办

公室行政编制 4人，主任、副主任 1名，股级和科员岗位 2名，成为

境内人防指挥系统中心。

1997年审议通过的宿迁市《城市防空袭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中，规范了全市人防组织指挥工作程序。进一步明确了人防组织指挥

系统，即：平时，以市、县（区）人民防空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市、

县（区）人民防空指挥部；战时，市、县（区）人民防空指挥部是领

导本地区防空袭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其基本任务是：随时掌握敌情

和城市防空袭动态，指挥辖区内人民防空袭行动，积极配合城市防卫

作战。《预案》规定了市人民防空指挥部，接受城市防卫指挥部的领

导。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和指挥、通信、政工、交通、卫生、防化、物

资、工程、公安等指挥处（所）。市人民防空指挥所，由指挥处、通

信处、人口疏散指挥部联合组成。指挥所设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战

时转入地下指挥所。

二、人防专业队伍

人民防空专业队实行平时组建、战时扩编的管理体制。战时由市

直和区属有关单位扩编本系统的人防专业分队，作为应急保障机动力

量。

1937 年 8 月 13日，日军 3架飞机首次在宿城上空盘旋，自此，

国民政府以宿城为主成立防空防护团。防护团设警钟，每闻警钟，告

知人民群众自觉防空袭，区、乡设防护分团。

1940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宿迁县政府在运河东成立，



开始组建民兵，每村 10—20 人成立分队，设队长、分队长，组织和

动员群众挖防空洞、掩蔽沟等，防御日军飞机轰炸。

1952年，宿迁县人民委员会组建防毒救护、消防、抢修、抢救、

治安纠察5科，先由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组建人民防空自卫队，

并按照自然村庄组织民兵约 4万人。

1966 年 9 月，人民防空委员会成立，编组和训练对空射击、抢

修、消防、救护等四个专业队700余人，并建设一座防空雷达站。“文

化大革命”开始，人防工作处于停止状态。

1980—1981 年，宿迁县人民武装部组建抢修、救护、消防、防

化、通信 5个人防专业队，总计有人员300余人。

1999年3月，经宿迁军分区（﹝1999﹞司动字第07号文）批准，

成立宿城区民兵高炮营。高炮营下辖2个连1个营部，江苏玻璃集团

民兵连为高炮营1连；江苏箭鹿集团民兵连为高炮营2连；热电公司

为营部直属队。辖通信、侦察、绘图 3个班。

2004 年，成立宿迁市民兵防空（高炮）团，团部设在军分区教

导队，首长机关人员编在宿城区。宿迁市民兵防空（高炮）团辖宿城

区高炮连（99人）、2个高射机枪连（168 人）和 1个直属分队（指

挥连 88人、修理连 50 人、卫生队 11 人、自动化工作站 5人、保管

班 6人）。

2005 年，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组建市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实

施方案的通知》（宿政办发﹝2005﹞126 号）精神，由市建设局、交

通局、广电局、卫生局、公安局、经贸局、环保局、电信局、消防支



队和自来水公司等组成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宿城区本级又组建防化专

业分队（10人）、医疗救护专业分队（10人）、治安专业分队（21人）、

通讯专业分队（10 人）、消防专业分队（15 人）、抢险抢修专业分队

（20人）、交通运输专业分队（30人）等 7支人民防空专业队伍。

2005 年，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组建市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实

施方案的通知》（宿政办发﹝2005﹞126 号）精神，泗洪县首批组建

工程抢修、交通运输、医疗救护、消防、治安、通信、防化等 7支共

570 人的专业队伍，分别由建设局、供电公司、供水公司、交通局、

卫生局、消防中队、公安局、电信公司、环保局、经贸局等单位专业

人员组成。平时，主要担负应急抢险救灾任务。战时主要在各级人防

指挥部的指挥下，根据防空袭预案和战时人防指挥部的命令，消除空

袭后果，并协助有关部门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其余县（区）也

相继组建。

三、防空疏散

宿迁市城区疏散分为人口疏散和物资疏散。物资疏散包括工厂的

迁移、入洞，坚守城市的物资储备和易燃、易爆、剧毒物资的疏散等。

1938 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境内数座县城，有时连续两天出动

十几架次袭击城内目标，市民听到空袭警报后，除年老体弱者留家和

少数人进入地下室、城门洞躲避外，大部分疏散到城墙根或土圩外。

1965 年，宿迁地区各县制定过人口疏散方案。

1966 年，各县曾对机关做过人员疏散计划，划分好区域，定好

具体疏散位置。



1985 年，宿迁各县拟制防空袭预案中，依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

料，对疏散地域路线进行重新勘察，进行修订和补充，把人口疏散方

案纳入城市防空袭基本预案。

1986 年底开始制定的《宿迁市（县级）防空袭预案》中，市区

人口疏散分早期疏散和临战疏散两部分，早期疏散以老弱病残人和学

生儿童为主，1996 年《宿迁市防空袭预案》中，为了适应高新技术

防空袭的要求，取消了人口早期疏散条款，确定战时成立人口疏散指

挥部，由市政府、市县人防办、公安局、民政局、交通局、教委、贸

易局、粮食局、卫生局、物资局等部门组成。

各县（市、区）及乡（镇、街道办事处）成立指挥部。各系统及

居委会分别建立疏散指挥机构。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县（市、区）

人民防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负责做好人口疏散的协调、安置和保障

工作。

预案还对人口疏散的基本原则、疏散的时机和对象、临战疏散地

域划分、疏散的组织领导、任务区分等作了明确规定。

2005 年的防空袭预案，增加了城区人口疏散方案。由于几年间

宿迁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疏散人口的数量有所扩大，

线路较趋复杂。市政府召开了城市人口疏散工作会议，落实了数个基

本疏散地域，并启动了疏散基地建设。

四、防空演习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宿迁境内各县开始人民防

空演习。



1950 年，人防演习与民兵演习融合为一体，主要内容是投弹、

射击等。

1970 年以前，宿迁地区各县人民防空演习均融于全县民兵演习

之中。从投弹、射击、防核、防化、防疫大比武，到抢险、救灾演习

演练，全方位不间断进行操作和演习，以适应当时防苏反美的不稳定

国际环境。

1970年，根据上级军事机关的安排，境内各县组织5000人参加

的各县防空袭、反空袭、反坦克、打空降的实弹演习，以及防核、防

化、防疫等演练，极大地提高各县军民应对现代战争的能力。

1987 年 9 月 28 日至 10月 7日，市、县人防办组织演习。市县

人防办、人武部、卫生局、交通局、供电局、消防队、电化厂、市县

人防工程公司等单位数十人参加演习。主要演练战时防空袭斗争的指

挥程序、应对突发情况处置和指挥基本技能。演习共分三个阶段，包

括临战准备、防空袭斗争、消除空袭后果。

1998 年 6 月起，市举行一期针对高技术战争条件的防空演习，

市人防办22人参加并担任组织指挥，市区人武部派出部分人员参加。

目的是为了锻炼提高人防系统组织能力和谋略能力，增强军地协同意

识。演习成立市人防指挥所，下设指挥处、通信处、工程处、政工处、

财物处等 5个处，人防办主要领导全程指挥演习。

2001 年，市人防指挥人员参加省军区和省人防办组织的反空袭

网上作战演习，人防指挥工作整体水平得到提高。2002 年 8月，市

国动委组织战时动员指挥演练，人防指挥人员在军分区参加。主要演



练全民放空网上模拟演练。

2002 年起，宿城区国动委每年都利用“红星一号”进行网上城

市防空袭演练。2003年 11月，参加市国动委组织的战时动员指挥演

练。

2004年 11月 19 日，宿豫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组织政府机关、人

武部、宿豫中学等 10多个部门参与，60多人参加的全民防空网上实

战演练，得到军分区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起到积极的社会宣

传和教育效果。

2005 年，市国动委与人防办开展了“苏防—2005”城市防空袭

暨反恐维稳实兵演习。2005年 9月 7日至 9月 18 日，开了宿迁建市

以来规模最大、科目最多、层次最高的实兵防空演练。演习在市区8

个不同地点、不同场地、同时组织实兵推演。宿城区参与演习的公安、

武警、民兵应急分队和城区群众1500余人，参演单位13个，其中部

队团级单位 1个、地方科级单位 12 个，动用车辆 50 余辆，双 37高

炮 6门，轻武器 10 支。

2008 年 4 月，在陈集镇 500千伏变电站开展重要目标防卫演练

活动，组织目标单位人防专业队并协调医疗救护专业队进行了伪装、

警戒、救护和抢修等演练，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了人防专业队战时

遂行任务的能力。

2009年 4 月 29日，在洋北国家粮食储备库开展重要目标防卫和

反恐维护演习。依据实战背景和实际预案，在实地开展实兵演练，主

要演练指挥所机构编程和组织指挥、警戒与伪装、对空抗击行动、消



除空袭后果、反恐维稳和三站行动六个方面内容。团以上单位5个、

地方县（处）级以上单位 6各，共 240 人参加了本次演习。

2011年6月11日，市民防局与宿迁军分区司令部共同开展了“宿

防—2011”重要经济目标防卫演练，主要包括重要经济目标警戒和反

恐维稳行动，伪装防护行动，对空抗击行动，灭火、救护伤员及道路、

通信、电力抢修行动等，参演人员士气高涨、动作规范、演练逼真、

充分展示了宿迁市人防专业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过硬保障能力。

2012 年 10月 27日，利用宿城区陈集镇 500 千伏变电站，军分

区司令部和市民防局联合举行“宿防—2012”重要目标防卫演习活动，

演习以“防卫作战，反恐维稳”为主题，模拟实战，拉动伪装分队、

特警防暴分队、民兵防空分队、消防分队、救护分队以及电力、通信

抢修分队，围绕变电站可能遭遇的攻击和破坏，运用高新技术，完成

战略目标伪装、战地防恐和维稳、拦截空中袭击、灭火、救护伤员以

及对供电和通信设施进行抢修等紧急任务。团县级以上单位 10 个、

人员197人、大小装备 68 台（套）参加了本次演习。

第三节 工程建设

1937 年，“7.7”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宿迁县内设防空

哨，各机关造地下室。是年，9月17日开始，日军飞机在宿迁城内、

埠子、大兴等上空侦察并进行扫射和轰炸，为避免和减少空袭损害，

民众开始自发性利用河堤、圩堤、土丘、圩沟等有利地势挖防空洞、

防空壕和防空避难室。这些工程目前均已废弃或消失。

1949 年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宿迁县委、县政府领



导的人民防空委员会，始终关注着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1958 年，构筑防空工事掀起新高潮。

1987年，境内防空设施增建6个掩蔽部（掘开式工程），通过省、

市人防机关及驻军联合审查，设备良好。工程管理是军民共管。

1996 年，根据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和高层建筑必须建

地下防空设施的规定，加强城区人防工程建设的立项、审批和管理工

作，大型的人防工程全部配备风、水、电等设备。

1996 年，宿城区积极协助市人防办筹集人防工程建设经费，并

在市人防办的统一领导下，根据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和高层

建筑必须建地下防空设施的规定，加强城区人防工程建设的立项、审

批和管理工作。城区的人防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大

幅度增加。至2005年末，城区共建成人防工程设施30处，其中民用

建筑 8处，机关企事业单位 22处，工程建筑面积达 70175 平方米。

大型的人防工程设施全部配备风、水、电等设备。大部分人防工程得

到开发利用。

1997 年，经江苏省农林厅批准建嶂山森林公园，对封闭多年的

三处防空坑道启封维修。

2001 年，启动了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为龙头的人防工

程建设，约计面积5596平方米。

沭阳县人民防空工作起步虽早，发展较慢，2003 年 3 月，为认

真贯彻南京战区国防潜力调查工作批示，根据上级人防部门要求，人

防办对全县人防工程进行了全面统计。



2004年8月，泗洪县人武部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决定》，全县召开了人防工作协调

会，会议要求县人防办抓紧做好全县人防规划编制和组织评审、论证

工作，将人防工程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建设规划和管理程序。

泗阳县人防工程建设起步较晚，人防工程设施比较薄弱。2006

年“瀚学苑”小区在建设过程中建设了人防工程 4000 多平方米，这

是泗阳县第一个正规的人防工程。结合“意杨之乡”的特点，在众兴

二桥村，建立 400米宽的人民防空林 2000 亩，平时为自驾游线路，

战时可隐蔽人员 20 万。这一工程，得到了省市人防办领导的肯定。

2010 年以后，全市先后开工建设区府广场地下人防工程、市府

新区商务写字楼地下人防工程、江苏省民防训练基地、城市人口疏散

基地、霸王举鼎地下人防工程、幸福路转盘地下人防工程等，仅3年

时间，建设6个自建人防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8亿元，总建筑面积

超过10万平方米，增量跃居全省前列。

第四节 通迅警报

一、防空通信网

新中国成立后，淮阴军分区在宿迁境内设民兵对空监视哨。1955

年，调整防空哨棚，执勤民兵配发低空射击火器。1959年，人民防

空通信工作主要利用当地电话网络和无线通讯开展。1962 年 7 月，

淮阴地区邮电局召开县局领导会议，强调做好防空战备工作。

1966年 10月沭阳县人民防空委员会根据上级要求，利用城区内

电话，组建了城区防空通信网，行驶临时城区防空指挥通信功能。



1966 年 9 月，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利用城区电话，组

建城区防空通信网。

1969 年，11 月 1日零时，全省人防无线通信网络全部开通。

1997年—1999年，《城市防空袭预案》指出：各分队按指挥部统

一规定的电台频率开机。

2000 年，宿豫县设立防空袭指挥领导小组，下辖 9个小组，其

中通信网络 2个，一是通信保障组，设组长 1人，成员 3人；二是情

报信息组，组长 1人，成员 9人，均用有线和无线通信。

2001 年 10月，沭阳县设立人民防空临时指挥部，下设7个应急

小组，其中通信保障组，设组长1人，由县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兼任；

成员 2人，由县无线电办和人防办通信股负责人兼任。

2005 年，投资 200多万元，集会议系统、卫星定位、图像监控

等七个系统为一体的宿豫区人民防空指挥作战室建成。实现了宿豫人

防工作进入现代化通信指挥行列，在全省尚属第一。

2005年 6 月，投资近 400 万元新建沭阳县人民防空地面指挥中

心，集会议系统、卫星定位、图像监控等七个系统为一体的沭阳县人

民防空指挥作战中心。实现了沭阳县人防工作进入现代化通信指挥行

列。

2004年7月，宿迁市应急指挥中心大楼开工建设，占地面积14.4

亩，共 12层。2008 年投入使用，主要功能为地面人防应急指挥中心

和办公场所。

2006 年 3月，宿迁市人防指挥所开工建设。2008年投入使用，



通信功能为内网、内线电话几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接入等。

2013 年，市级人防机动指挥所建设到位，实现了地上、

地下、机动指挥通信系统“三位一体”、互联互通。

二、音响警报器

宿迁市音响警报器

1996 年县级宿迁市人防办购置防空警报器 3台，布置在老城区

内，警报鸣放范围覆盖 2.5平方公里。2000年，地级宿迁市人防办

又相继购置防空警报器，安装在新区。2004 年末，城区有防空警报

器9台，城区的音响覆盖率达80%以上。宿豫新城区也在主要位置设

置人防防空警报器。各县分别在城市重要位置设置防空警报。2007

年，市区新增了8台警报器，市区的音响覆盖率达90%以上。2008年，

市区新增了12台警报器，市区的音响覆盖率达100%。2009年，市区

新增 9台电声警报器。2010 年 7月，部署落实警报集中控制系统建

设工作。2011年，在已建成的市级警报集中控制系统基础上，分别

在各县区建设独立的警报控制网络。2012年，市区完成 4台多媒体

警报器建设，新增 2台电声警报器。2013 年，市区完成 3台多媒体

警报器建设，新增 2台电声警报器。2014 年 5 月，首次实现市区

和三县主城区防空警报器集中控制、联动试鸣。

宿豫区音响警报器

民国初期，在东大街北首财神庙建警钟楼，楼内置警钟。每遇火

灾，以敲钟 1—4次，即“一东二西三南四北”来指示火警的方向。

1937 年 9 月，日军飞机入侵宿迁后，警钟连响成为防空警报。



194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宿迁县政府建立民兵组织，按村

联防，运河东一带多以铜盆及未爆炸的弹壳作警钟，连敲即为防空警

报信号。

1966 年 9 月，宿迁县人民防空委员会决定，以雷达站为对空观

察哨，发现敌情，立即向县人民防空委员会报告，防空委员会根据情

报及时发出空袭警报。

2002年，宿豫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新建一套完整可靠的警报系统，

报警设备有：警报器 6台，其中电动警报器 4台，电声警报器 2台，

并坚持每年5月 19 日（宿迁沦陷日）、9月 15日（全民国防日）、10

月 29日（人民防空法颁布纪念日）进行人防警报试鸣，增强全社会

对人民防空应急准备的意识。2011年，宿豫区新增警报器2台。2012

年，宿豫区在重点社区建设 2台多媒体警报器。

沭阳县音响警报器

2001 年县人防办购置车载警报器 3台，由县政府办负责保管、

维护和使用（人防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到2013年末，沭阳县城区

共有15台警报器。

泗阳县音响警报器

为加强防空警报预警建设，2005 年，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购置 4

台警报装置，分别布点。到2013年末，泗阳县城区共有14台警报器。

泗洪县音响警报器

2011年，泗洪县新增警报器2台。到 2013年末，泗洪县城区共

有 15 台警报器。



三、音响警报

人民防空警报是人防机关实施组织指挥的基本保障，是战时向受

空袭城市人民群众通知、解除空袭情况的重要手段。

自 2000 年起，每年都进行城区防空警报试鸣。1938 年 5 月 19

日，日本飞机 18 架次轰炸宿迁县城，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为不忘历

史，宿迁城区防空警报鸣放时间定为每年的 5月 19日上午 9时。

宿迁市民防局

2014 年 6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