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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河口瑶族自治县志》编纂问世，这是河口各族人民政治生

活中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我们生长和工作在这块土地上，也和全县人民一样感

到无比由衷的高兴。

河口，面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背靠祖国锡都——个旧。两千多年来，一直

是维系东南亚诸国与祖国内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之一。汉时，

伏波将军马援即提出了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口再沿水路从海防出海沟通中原内地的建

议。唐时，这条水陆联结的通道是为意冷道亦称步头路，一直沿袭使用到本世纪

60年代，故曾被人们誉为中国“丝绸之路”的第二条西南通道。河口所处位置的经

纬度，赋予了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她能以跻身于“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

“有色金属王国”之列，故有人说：“河口处处宝，看你找不找”。

河口，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一个年轻的边城。根据考古文物资料鉴定，远在

三万年以前就已经有古人类“红河人”在这里生息活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 1

年)就正式纳入了中国行政区域建制—}Ij}牺郡进桑县，并在这里设置了进桑关。然

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权，却是在1950年1月1日建立河口县人民政府才开始

的，至今才只是“不惑之年”，正值血气方刚并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的

时刻。在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和开展“睦邻安邦，利国富民”的对

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区位、交通、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优势。

河口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并拥有壮族、苗族、彝族、傣族、汉族等世居民族组

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各族人民继承了中

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洒热血、抛头颅，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光辉诗篇，为维护中越人民的和平、友好的“胞波”关系，演出了许多感人肺腑的

友谊颂歌⋯⋯。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河口瑶族自治县志》的编纂是时代的需要，她是

从河口各族人民从历史与现实出发，从地方与民族特点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的一面镜子。从1984年开始，县委、县政府即把这项工作列为重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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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口县志

事Et程，调配了编纂人员，拨给专款，并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掀起了编写史志

的热潮。。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编纂人员历经七年的时间，四处搜集资料，

反复修改，于1990年底编写出120万字的初稿，经过红河州志编委会组织各方面

的专家、学者评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府又充实了总纂

班子，并对县志编纂工作提出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务的明确要求。编纂人员以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进一步增补修改，终于完成了约90万字的《河口瑶

族自治县志》。“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河口瑶族自治县志》，以记、

述、志、传、录，反映了河口的地理、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边务、文

化等各方面从古至今的沧桑变化，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可谓是了解、研究河口地

方史、民族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她将为保存历史、提供资料、教育后人起到不可忽

视的重要作用。志书的编纂，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求真存实，秉笔直

书。对于解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作了比较客观的反映，并吸取了历代方志学的理论和一些先进地区方志的

编纂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编纂，既求符合志体，又求创新突特。文字上基本做

到了言简意赅、通俗明了。我们喜欢她，也希望广大读者喜欢她，更希望有志和有

兴趣参与河口开发建设的仁人志士，通过她全面认识河口，为河口经济，文化的腾

飞献力、献计，充分发挥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河口瑶族自治县志》，得到了众多的领导、专家的亲切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配合，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们在看到本书出版问世之时，不能不从心里感谢他

(她)们不计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也不能不从心里悼念曾经为《河口瑶族自治县

志》倾注过心血而已故世的同志，并且从心里感到团结奋战的无穷力量。河口各族

人民既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也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竞争激流中谱写出英雄

的壮歌。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河口的前景会更加美好!

中共河口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河口瑶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

书记 王汝能

县长 李光明 (瑶族)

主任 李康靖

1993年5月18日



2、本志继承地方志的传统，以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记载。坚持以

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叙而不议。

3、本志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于近现代的史实记叙，但鉴于本县历史

上未曾修志和现实改革、开放的需要，上限以能追溯的事物发端为起始，下限截止

至1990年底止(个别情况允许延伸至1991年或落笔之日，如大事记、重大工程建

设等)。

4、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失误，本志坚持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遵照“宜粗不宜细，宜略不宜详”的

要求，重在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后的效果及反映。

5、本志篇目的编纂按照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一般原则，以先自然，后社

会；先经济，后政治，军事、文化的顺序排列。人物的记叙，坚持“生不列传”原

则，只记事实而不加评论。

6、历史纪年保持其历史习惯，另加括注阿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志中所涉及

的历史地名，尽量另注今名。

7、本志记叙的度量衡，尽量换算为现时通用的计量标准。文体、标点、数字

亦按国家统一规定处理。

8、河口瑶族自治县解放较晚(1949年12月25日“边纵”进驻，28 El原督办按

云南起义条款向“边纵”办理移交，1950年元旦成立县人民政府)，为记叙简便起

见，以1950年元旦为分界线，此前简称解放前，此后简称解放后。1963年成立瑶

族自治县亦分别简称为自治县成立前或自治县成立后。

9、本志编纂人员不在各篇中署名，总纂、分纂、初稿编写人员名单统一列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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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云南省会昆明乘昆河铁路火车经开远南下，沿途翠竹青郁，蕉林、胶林、碧

绿成片；绝岩峭壁、瀑布如帛，溶洞幽深莫测；铁路之下，南溪河蜿蜓而行；山坳

民居点点，掩映于林海之中⋯⋯行程465公里之后，在巍如屏障的四连山麓下，一

座具有两广和法国建筑风格相混的小镇奔来眼底。他，就是名闻中外的边陲重镇一

—河口镇——啊口瑶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口因位于。红白两水之

交”(即红河与南溪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河口镇隔红河、南溪河与越南谷柳市、

老街市成三足鼎立之势，历来为对外贸易和兵家必争之地。

河口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边境民族自治县。据1982年文物普查鉴定资料记

载，早在三万年以前即有古人类活动(桥头孤山洞鉴定为古人类穴居地)。西汉元

鼎六年(公元前11 1年)即纳入群舸郡进桑县管辖范围，并置进桑关。清初设河口

卡，隶属开化府安平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设河口对汛副督办。民国

三年(公元1914年)改副督办为督办，由省直辖。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置

河口特别行政区，仍由省直辖。1950年元月1日．，建立河口县人民政府，隶属滇

东南行署，由此，河口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县级行政区。同年5月22。日，改县为河

口市，转属蒙自行政专员公署管辖(1955年改市为县)。1963年7月11日成立河

口瑶族自治县，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全县辖两镇四乡、下辖7个办事处

和21个村公所。1990年，总人口73 559人，有瑶、苗、壮、傣，彝、汉6个世

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02％。

河口各族人民具有勤劳勇敢、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清咸丰末年，瑶族农民不

堪忍受统治者的暴政和民族歧视，在新街揭竿起义，数千农民被杀害或被逼逃亡。

中法战争期间，河口的壮、苗、彝、傣等族农民数百人参加了。黑旗军”和滇军，光

绪三十四年(1908)震撼清政府的河口起义，数百名革命志士血染红河。1916年

川东壮族农民的抗粮斗争，迫使封建地主赔礼道歉。1939年，日本侵略军侵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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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重兵进驻老街、谷柳，构成对云南边防的严重军事威胁，不愿做亡国奴的河口

各族人民与El军对峙长达6年之久。解放后，-d,撮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分子，在

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反共救国军”进行反革命暴动，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剿匪战斗，保卫了新生政权，并两次击落法军、美军侵入领空的飞机。1979

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各族民兵2万余人参加支前战斗。千百年来，各族人民

在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斗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河口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南部。东北邻马关县，北接屏边

县，话隔红河连接金平县，西南部从龙膊河、红河交汇处起，沿红河南下，至河口

县城，再向东沿南溪河上至坝吉河，以河主流中心线与越南分界；再顺坝吉戈峰山

嘴至老卡，依山立界碑22座与越南分界。国境线长193公里。全境南北纵距57．5

公里，东西横距90．75公里，总面积1332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渐向东南倾

斜。海拔相对高差较大，红河与南溪河汇合处海拔仅76．4米，为云南省最低点。

往西，海拔渐次上升，最高处大围山峰达2354．1米，相对高差每公里达53米；往

东，海拔最高处放马哨山1650米，相对高差每公里33米。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

97．76％。河谷地带属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热型气候，炎热潮湿，静风多雨，冬无

霜雪，夏日漫长。山区霜冻常见，部分山巅冷冬下雪，为典型的“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亚热带型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22．6。C，历年最高气温40．912，最低

气温1．9℃，年均雨量为1784．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85％，平均总云量8．5成。相

对湿度和总云量为云南省之冠。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9．14％，活立木总储量为

4210330立方米，金花茶、长蕊木兰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杉、楝、柏、椿、

栎、樟、擎天树、萝芙木、灯台树等珍贵树种繁多。人工造林(橡胶、杉、柚、。肉

桂等)达1s万余亩。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23万亩中河口占15万亩。中草

药植物150余种，较著名的有千年健、大黄藤等。每年向内地造纸厂提供高级原料

龙须草近4000吨。据资源调查，仅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内，即有动物9目、41科、

116种，其中有国家级保护动物黑长臂猿、懒猴、虎、豹、熊、麝、灵猫、白鹇、

孔雀、锦鸡等。境内溪流纵横，有大小河流35条，多年径流量16．4亿立方米，水

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9．69万千瓦，现建有中、小型水电站lO座，全年供电1027．2

，▲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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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度。据近年来有关部门调查和群众报矿所知，矿源分布较广，有金、铅、锌、

锑、铜、石墨、大理石、铁、铝、柘榴石、硅石、锡、水晶石、磷石、长石、矽线

石，硫磺等40余种，雪花大理石的花色、品质被评为国际第三等级上乘品。

河口是一个农业县，主要粮食产品有稻谷、包谷、大豆。解放前，由于统治阶

级的残酷压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广大农民长期处于半饥饿的困境。解放后，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1955年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了土地改革，

继而广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生活逐渐改善。40年来，共兴

修水利工程2076件，引渠长2691公里、控制流量为42．3m3／秒，水利化程度达

35％，有效灌溉面积1．18万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畜饮水及农田灌溉，粮食

生产逐年增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1982年粮食总产量1219万公斤，超过了历史以来最高水平，比1950年的

285．5万公斤增长326．97％。1984年，提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发

挥优势”的生产方针，改变过去单一经营粮食种植的农业结构，把近期发展目标和

长远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发挥热带地区的自然优势，制定出“六个万亩园”(ep热带

水果、草果、八角，南药、用材林、橡胶六个项目)的发展目标。金融、财政、民

政等部门给各种专业户、联合体发放了生产信货资金；农业科技部门在各乡举办了

技术培训班；商业供销部门积极组织化肥、农药、农机器械及种苗种子的供应，大

力开展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热区资源的合理开

发。1990年底，仅香蕉一项种植面积达8210亩，产量达328万公斤，经济收入

131．2万元，占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3．54％，成为农村经济的拳头产品。1990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243万元，比1980年的498．6万元增长149．30％。农民人均

有粮338．5公斤。人均年纯收入388元，比1981年的90元增长331．11％，出现了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县内有四个以橡胶种植为主的国营农场及沙坝热带作物研究所。1953年8

月，从德宏和海南岛引来橡胶苗和种子试种。经过30余年的艰苦奋斗，已建成一

个拥有12万余亩的橡胶生产基地。1959年首次生产干胶，历年来共产干胶4万余

吨，创产值近4亿元，1990年干胶生产突破4000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民生产、生活所

铁器手工作坊。

但不久即夭折。

解放初期的经济建设重点在发展农业上，加之资金、技术条件不具备，工业建设无

大的建树。“大跃进”期问，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五小”工业遍地开花，不切实际

的搞了一些厂矿，结果只是昙花一现，还造成了人力、财力和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1963年自治县建立以后，从需要与可能出发，陆续兴办了一批农机具修造、电

力、印刷、食品、水泥、建筑、缝纫、五金等小型工业，但至1980年工业总产值

仅175万元。1986年，磷酸盐厂建成投产，继而，又创办了大理石，水果罐头等

企业。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30万元，较之1980年增长260．00％。此外，农

垦系统已拥有日产9吨的胶片加工厂4座，基本上能保证各农场乳胶的加工炼制。

清末(公元1909年)，为解决河口城区照明问题，向越南老街法国人经营的电

灯公司购电使用，法方收费高昂并时有苛刻、断电之事发生。1952年建成小型火

力发电厂(柴油机发电)一座，因马力太小，仅能供城区照明，且灯光昏暗。1959

年与越南老街电厂签订供屯合同，电费由地方贸易额中结算扣抵。1969年，境内

第一座小型水电站(13l电站)建成，之后，又建成了132电站和一批农村小型水

电站，才结束了向越南购电的历史。1983年，新现河一级电站和岔河电站相继建

成，总装机容量达到了8900千瓦，年发电量4450万度，除保证城区、农场和部份

农村照明外，还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动力能源。1991年4月，新现河二级

电站建成后，剩余电力还输送到滇南大电网，供应个旧、蒙自。

红河(县境内为90余公里)早在汉代就已成为沟通中越之间经济、文化的主

要航道。法帝国主义侵占越南后，多次利用它贩卖军火、劫掠云南资源；抗法的

“黑旗军”、“滇军”和河口各族人民，也凭籍它对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予沉重打

击。但水位低浅，礁多浪急，只能通行lO吨以下的木船。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

组织炸礁和疏浚。1956年曾以汽拖船“滇拖一号”和“滇拖二号”试航成功，但枯水

季节船速甚慢，且常搁浅，不久即停止航行(两艘船移运至滇池使用)。1904年，

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由海防至老街后，历经6年的时间，以死伤十几万中国劳力的代

价，修通了河口至昆明465公里的昆河段。二、三十年代，滇越铁路成了中国西南

一蔫涮嘲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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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交通大动脉。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国民党军队将河口至碧色寨一线

的铁轨拆除，由此一直到1950年10年中，河口与内地交通全靠步行和驮马运输。

1950年初，解放军四兵团工兵团在原铁路基础上，用半年的时间建成了碧河公

路，军需和民用物资才得以用汽车运输。1957年，铁道兵8501部队重新修复碧河

段铁路，中断了17年的碧河线又响起了隆隆的火车声。从60年代开始，国家又投

资兴建了以鸡(街)河(口)，砚(山)河(口)、蛮(耗)新(街)、卡(房)蚂

(蝗堡)、白(寨)南(溪)、古(林箐)南(溪)等骨干线路为主体的公路网络，

通车公路总长已达667公里，由县城乘车当天即可抵达文山、马关、个旧、蒙自、

开远、建水等地，一昼夜即可抵达省城昆明；县城至各农场、乡镇，也有公路通

行，人背马驮的原始运输状态，得到了显著改善。

河口是云南省邮电事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1889年设河口电报局，1897年

又增设寄信局。解放后，人民邮电事业蓬勃发展，设备不断更新，服务项目也不断

增多，除开通了国内邮电外，又开放了国际电报和边境国际电话，以及国际邮政联

运业务(国际联邮及边境国际电话，1979年初被越方单方中断)。在县城第二天即

可看到昆明出版的报纸(解放初期要四、五天)。无形的电波，大大缩短了河口国

内外的距离，对迅速传递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

用。

五

河口与越南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双方边民经济交往频繁。早在东汉元和年间

(公元8}—_87年)就开通石峡槽，从贲古(今蒙自一带)下汤泉(今屏边零开)

通古涌步(今河口田房村)，沿红河水道入交趾(今越南北部)，进行以物易物的物

资交换。1895年根据《中法商约》河口辟为商埠，‘每日千余艘大小木船，载运各

种货物往返穿梭于红河，滇越铁路通车后，更是商贾如云，一时被誉为“小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滇越交通断绝，日本飞机滥炸河口，居民四散，。小香港”变成一

摊瓦砾场。

解放后，为满足边民交换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根据中越《边境小额贸易议定

书》，在指定地点相继开放中越国境小额贸易。进出口物品有五交化、生产资料、

副食品、日用百货、水土产、文化医药用品等，有力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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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建设。1989年，边境贸易恢复，河口、坝洒、桥头相继恢复了边贸市

场，中越双方边民商业交往更为频繁和兴旺，并且吸引了大批省内外客商。1989

年3月6日，国家正式公布河口为全国97个允许中外籍人士出入境El岸之一。据

不完全的统计，1990年出入境边民达17万人次，。出入县境的国内游客达24万人

次(1991年1至5月，已达15万人次)，边境贸易成交额达6 300万元。边境商

业的兴旺，带动了饮食、服务等行业发展。1990年底止，仅城区的食馆即达20余

家，旅社、招待所的床位虽也超过500个，仍不能满足需要。除边境贸易外，县内

商业购销亦呈繁荣景象。1990年，全县已拥有国营、集体和个体工商业户1 000

余户，建成了9个农村集市。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了6 064万元，比1980

年的1900万元增长219．16％。80年代中期，河口定为全省热带水果基地后，香

蕉、菠萝的产量成倍增长，上海、北京、哈尔滨、重庆、成都、贵阳、甚至大西北

的乌鲁木齐等地的客商，都纷纷前来洽购调运。“河口香蕉”、。河口菠萝”以味甜香，

在国内市场上具有十分强大的竞争力。著名的元阳罐头厂生产的菠萝系列食品，亦

以河口菠萝为增添色、香、味的主要原料。

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大部分群众不仅解决了温饱

问题而且有了积蓄 1990年城乡储蓄年未余额达到了5 076万元，按全县总人口

73 559人平均，人均储蓄年余额为690．6元。地方财政收入剧增，1990年达到

417．2万元，较1988年的159．3万元，增长161．90％。人均财政收入为56．72元。

地方财政收入和人民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使住宅条件也不断改善。解放初期，城

区除德芬街和广龄街尚余下少量破烂不堪的广式瓦房外，绝大多数民宅是竹瓦、竹

墙的竹房．80年代以后，各种类型风格的新式办公大楼和民宅，如雨后春笋拔地

而起，政府还投资或以公办民助形式筹资修建了新的街道路面、供电、供水系统及

一批公共娱乐设施。1990年又开始了工程浩大的红河护堤工程，既保证城区免受

洪水威胁，又可为今后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提供建设用地。

一墟薹镰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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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情况下，相继在各区人口较为密集的村寨开办了·批初级小学和完全小学，积

极动员各族适龄学童入学。1952年又建立了第一中学。之后，从内地招收或由大

中专学校分配来大批教师，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省、州也在经费和教学设备方面

给了大力扶持，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把教育定为立国之

本，县委和县政府把教育作为富民兴边的头等大事来抓，又相继创办了民族中学和

农职业中学，农村小学网点作了合理布局，对所有学校的危房进行了更新改造，各

族群众也纷纷集资助学，基础教育的局面进一步改观。1986年，全县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到了96．4％、巩固率97．8％、毕业率86．4％、普及率95．7％，荣获国家教

委颁授“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的光荣称号。1990年底止，全县(含农垦系统)已

建成了拥有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基础教育网络。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业务素质不

断提高。教育的发展，对于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摆

脱贫困逐步富裕起来，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工人俱乐

部、体育场、广播站、电视台等文化娱乐及体育设施，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加

科学知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全县已有文化馆(站)、图书馆(站)、

俱乐部(室)12个，广播站7个、中波台1个、广播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1个、

电视复盖率已达65％，并创办了本县节目。电影院3座(其中的南溪电影院是全

州第一座装有空调设备的电影院)、农村电影队29个。文化部门还发掘和搜集了一

批古人类和动物的化石标本。濒临绝境的少数民族歌舞，如瑶族“定歌”、苗族的

“踩花山”、布依族的“赶表”等又重放光彩。新潮歌舞、“卡拉 ”等已开始被群众

所接受。民族传统体育如傣族武术、壮族磨秋、苗族毽子等活,O动K，也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们从解放40年来的发展变化中，进一步

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摆脱贫

困和建设好现代化的中国。坚决跟共产党走，才是各族人民唯一的出路。

解放前，河口是个缺医少药的“瘴疠之乡”，著名的“河口病”(恶性疟疾)流行猖

獗。经过40年的艰苦工作，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已经绝迹，疟疾亦基本扑

灭。“瘴疠之乡”的贬称，已随着历史消逝。1990年全县已设有防疫站、医院、妇幼

保健站：所等133个单位，县级医院配备有X光机、心电图机、B超、万能手术

床、救护车等现代化医疗器械设备，医疗条件显著改善。过去生病靠求神驱鬼的现

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多子多孙多富贵”的生育观念，正在朝着晚婚晚育，优

生优育和有计划地生育方向健康发展。1986年至1990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

直控制在17‰以下，并且出现了一些无多胎生育村社。

，f#筝群0i藿雹_ⅢFA船％#_；叠-■----ll[‘’’’o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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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fIJ美水美，人勤物富，又具有对外开放的历史传统和良好的区位优势。然

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标准来衡量，还是一块尚未经过精雕细琢的璞玉，还必须

认真细致的打磨修饰，才能让其发出绚丽的色彩。1992年，国务院决定瑞丽、畹

町．河¨为沿边开放城市，尽管还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许多方面的困难，但从

苦海深处解放出来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坚信事在人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坚

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改革、搞活、开放”的总方针，从地区实际出发，抓住

机遇，发挥优势，坚持依靠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和自力更生精神，在国家和内地人

民的帮助扶持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定会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经过精雕细琢的璞

玉，将会把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装点得更壮丽辉煌，从而对国内外更具有吸引

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自治县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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