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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
想和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则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历史事实和文献档案资料为主
要依据，深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科学地总结建军和作战指导的基本经验，努力写出一部
真实可信、具有权威性和综合性的史书，为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为部
队建设特别是探索新时期治军特点规律，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打赢信息化战争，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提供历史借鉴。
本卷包括了第四-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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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要点地区的永备设防工程、野战工事、海空军工程建设　　1969年，全军的设防工程重点
是加强特种工程，海、空军基地，国防工业重点工程等建设。
海军、空军重点是以舰艇、飞机洞库为主和相应配套的战备工程建设，第二炮兵重点是对永久和机动
阵地的勘察，并进行工程建设。
1969年8月，军委办事组指示沿边各军区，在每一个重点地区都要构筑环形工事，不能挖工事的地方要
安装预制构件，在屯兵地域挖掩蔽洞。
担负坚守防御作战任务的部队在战争第一阶段凭借这些阵地，要顶住敌人的反复冲击，长期坚守，独
立作战，掩护国家转入战争状态；至少要能够迟滞敌人行动，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他部队
创造打歼灭战的机会。
据此，各军区迅速展开了设防工程建设。
阵地一般依托山势，根据作战任务和部队的编制装备筑有可以屯兵，可以储藏粮、弹、水，可以自行
组织后勤保障和通信联络的坑道和工事。
至1970年底，北京军区大部分边防要点基本形成了永备工事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火力点与障碍物相结
合，核心阵地与前出支撑点相结合，掩蔽部、堑壕、交通壕相贯通的防御体系。
　　1969年以后，随着战备形势的紧张，又加紧了工程浩大的人造山建设。
这项工程始于1964年，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计划，全国需在战略要点修建19座人造山，其中15座位于“
三北”地区。
有堆山任务的军区将堆山工程列为国防施工的重点之一，投入大量兵力施工。
至1970年底，北京军区范围内的人造山工程基本按计划完成。
　　沿海岛屿的设防，以内外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五大岛屿为重点。
在设防岛屿上继续完善1963年军委岛屿战备工作会议的部署，根据新的形势，对部分战备规划和措施
进行调整、补充、加强。
计划在1969年末完成预定的坑道或掘开式工事构筑，全部建成以坑道为骨干与永备工事相结合的环形
防御体系，达到“长期固守、独立作战”的要求。
同时，加强设防工程必要的配套、伪装和维护保养，处理废弃的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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