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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名是特殊的地理符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工具之一。地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外交、交通、

邮电、新闻、广播、出版、建设、旅游等各项工作密切相关，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对维护国家尊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地名工作。建国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地名工作的指示和规定．开

展全国性地广泛的地名普查工作。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管

理作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县开展地名普查和编纂<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的依据。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于1981年7月全面展开。为加强对地名普查工作的领导，县人

民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地名普查办公室。同时抽调近百名普查员。经培

训后深入各地普查、收集、整理资料、填写地名卡片，为编纂《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自治

县。少数民族语地名繁多、源远流长、含义生动形象。《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在地名

普查的基础上，以地名普查资料为主编写的，是我县第一部地名专著。正文包括“自治县概

况”和地名词目两部份。“自治县概况”总摄全书，简明扼要地介绍县情，词目按行政区划

和居民点、行政单位、各专业部门、水利和电力设施、交通、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烈

士陵园、历史地名均依类排列，较全面地记述了地名的源流、含义、演变、发展及与地名有

关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政治经济、人口民族、文化教育等状况。志书体例得当、资料翔

实、记述准确、内容丰富、词汇简洁、图文并茂、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浓郁，可读性强，是

一部集现实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地名工具书。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经过编写人员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四次

易稿，终于出版问世。这对于我们认识县情及对地方史、民族史、村史以及地理民俗、民族

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对我县实施以贸兴边发展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开拓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值此《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一书出版之际，对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和志书编写以及

给予支持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谨以此文表示祝贺。

李光明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凡 例

凡 例

l、本志以国务院1986年1月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突出边疆和当地

民族的特点。

‘2、本志以1981年7月全县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同时收集了国务院1992年6月批准河

口为沿边开放县后，新建街道和新增单位，丰富了本志内容。

3、本志使用的人口数据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其他数据为1997年底数。

4、本志中河口镇、南溪镇所辖各办事处均为两镇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属村公所级。

5、本志中部分寨子搬迁仍沿用原名的，在地名词条中加以说明。

6、本志中历史纪年仍保持其历史习惯，另加括号注阿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今名涉及

历史地名的。对其演变加以说明。

7、本志中使用的距离，为图上平面距离，少部份为实际距离。

8、本志文风端正，体例得当，资料翔实，记述准确，内容丰富，语言简洁，图文并茂，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浓郁，是一部具有实用性和科学性的地名工具书。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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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河政发(1997)53号

★

关于颁发《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的

通 知 ．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各国营农场：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云

南省《省、市地名志编纂意见》，国务院1986年1月发布的《地名管

理条例》等文件精神为依据，按照民政部、中国地名委员会1988年8

月《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和资料更新工作的通知》精神，在1981年地

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补查、更新后，编纂而成。它是我县地理、历

史、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发展的真实反映，是一部珍贵的

地名史料，又是我县地名专用工具书。经报省、州地名委员会核定认

可，现给予颁发o

《河EI瑶族自治县地名志》出版后，各单位行文书写、制图、邮

电、通讯、路标、门牌、署名等，使用本县地名时，均应以《河口瑶

族自治县地名志》的标准名称为准。非经法定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

无权擅自更改，若需更名和新命名时，必须按法定程序报请县人民政

府审批。

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



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河政发(1999)65号

★

关于成立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
编撰委员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

为结束我县无<地名志>的历史，充分反映我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风土人

情。确保志书质量，抓紧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使<地名志》尽快面世。经研究决定，成立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任：李金旺(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主任：李根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李康静(原政协主席)

李绍明(县民政局局长)

成员：韦海军(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白志强(县志办主任)

侯开华(县委宣传部部长)

廖宏(县交通局局长)

侯兴标(县民委主任)

陶信山(县统计局局长)

廖坚(县民政局勘界办主任)

．主 编：廖 坚

副主编：李康静 白志强

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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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瑶族自治县概况

河口瑶族自治县【H6k6u Y6za Zlzhlxitm】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南

端，以县城河口镇地处红河与南溪河汇流处而得名。位于东经103024’一104017’，北纬220

30’一22047’之间，东北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接壤，西部隔红河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

自治县相望，西北部与屏边苗族自治县和个旧市毗邻，东南和西南部与越南老街省的猛康

县、老街市、坝洒县山水相连，国境线长193公里(其中陆界120公里，水界73公里)。东

西横距90．7公里，南北纵距57．5公里，总面积1332平方公里，山区占总面积的97．76％。

全县辖两镇(河13镇、南溪镇)、四乡(瑶山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桥头苗族壮族

乡)，28个村公所(办事处)，3个居民委员会，259个合作社。行政区域内有河口、坝洒、

南溪、蚂蝗堡等四个国营橡胶农场，居住着瑶、苗、汉、壮、傣、彝、布依等22个民族。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13普查统计，全县总人13为73559人。其中瑶族18627人，占总人13的

25．5％；苗族10040人，占总人13的14．14％；壮族8616人，占总人口的11．74％。全部少数

民族人13为44871人，占总人口的61％；从性别看男性38073人，占总人口的51．71％；女-

性为35522人，占总人口的48．29％；农业人口64050人，占总人口的87．07％；非农业人口

8835人，占总人口的12．01％。人口出生率为10．83％0，死亡率为0．41％0，自然增长率为

6．77％0；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22人。

河13地势呈阶梯状，北高南低，渐向东南倾斜，东西长，南北短。群山连绵起伏、重峦

叠嶂、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溪河纵横交错、海拔高差异常。大围山主峰大尖山海拔2354．1

米，而红河、南溪河汇合处只有76．4米，是云贵川藏四省的海拔最低点。因此，形成了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点，属热带、亚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热型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22．6。C，极端最高气温40．9。C，极端最低气温1．9。C，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700．9小时，年平均降雨量1771．6毫米，相对湿度85％。河口的特点是，气候炎热，终年

无霜，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古老的地质构造和立体气候，孕育了她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和矿产资源。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在河口都可以找

到充实的证据，根据1986年土地详查统计，全县土地面积204．3万亩，其中：耕地97550

亩，森林781693亩(其中大围山自然保护区15．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8．08％；荒山荒地

648468亩；房屋用地23365亩；水面36905亩；难利用土地179652亩。现已开发种植橡胶、

香蕉、菠萝、肉桂、八角、柚木、杉树等共27．4万亩。茫茫林海和滔滔江河中，生息着虎、

豹、熊、獐、长臂猿、金丝猴、刺猬、野猪、穿山甲、白鹇、蛤蚧、蟒蛇、甲鱼、黄鱼等珍

禽异兽和水族。河口属哀牢山脉末端的矿物生成带，金属矿有锑。储量36000吨，铁储量

50000吨，还有金、银、铜、铅、钨、锌、铝等都有一定的开采价值。非金属矿有大理石，

储量18000万吨，石墨储量116万吨，矽线石储量1200万吨，矽线石是我国江南储量最大，

品位最高的矿床。河IZi水能资源丰富，境内有大小河流30余条，径流面积751．39平方公

里，年平均径流量16．5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6．89万千瓦，可开发利用的2．86万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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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现开发利用的1．2万千瓦。

河口是我国西南边陲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资料表明，桥

头苗族壮族乡孤山洞是距今三万年以前古人类穴居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河

口属；|羊；阿郡进桑县管辖，并在此置有进桑关。后汉改进桑县为进乘县，南宋时期属宁州梁水

郡。初唐时期属品州八称县(驻今蒙自)．南诏时期属通海郡．(驻今通海)，宋代大理国时改

通海郡为秀山郡，河口分属舍资、屈中、阿马和阿月等部，元设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

司，河口属宣慰司的阿荧部舍资千户(驻今蒙自老寨)。明属临安府王弄山长官司(驻今文

山回龙)。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改属开化府安平厅(驻今文山，后迁驻马关)。光绪

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根据《中法条约>，辟河口为商埠，设河口副督办，隶属临开广

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副督办为督办，直属省府管辖。1927年划河口为特别行政

区，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口。1950年元月1日成立河口县人民政府，

隶属蒙自专区。1950年5月13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县为市，1955年又改市为县，

1959年与屏边县合并，仍称河口县，1962年河口、屏边恢复原建制，1963年7月11日成立

河口瑶族自治县，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河口镇是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座落在苍翠的四连山下。风光秀丽、景色

迷人的红河、南溪河汇合处，与越南老街省的老街、谷柳两市隔南溪河、红河相望，一衣带

水，鸡犬之声相闻，中越三县市鼎立，形成红河“三角洲”共同发展经济的态势。河口是滇

越铁路、昆河公路及红河航道的枢纽，是我国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各国最便捷的重要进出口

通道，河口具有悠久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秦汉之际先民们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内

联四川成都，外联交趾(越南)的“蜀安南道”、“安南通天竺道”。唐时，陆上驿道与红河

水道联接而成“步头路”．史学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二条通道。因此，历史上曾

多次出现过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兴盛时期，本世纪初，红河航道上“大船三

百，小船千艘。来往如蚁，盛况空前”。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

了高峰时期，河口镇成为我国西南对外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店号林立，热闹非

凡，被人们誉称为“小香港”。

建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度中断。国务院国函(1992)62号文件

批准河口为沿边开放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特办字(1992)58号文件批准河ISl建立4．02平

方公里的边境经济合作区；1993年5月18日中国河口一越南老街口岸正式复通；1996年2

月14日开通国际铁路联运；1997年4月18日开通国际铁路客运。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州

党委政府领导的关怀重视下，河口县委、县人民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党中

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从河I：1的实际出

发，确定了“以边贸为龙头。农业为基础，加工业为重点，保护生态，发展旅游，依靠科技

和教育进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贸工农全面发展，努力把河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成果显著的边境商贸旅游城市”的发展思路。对长期封闭贫穷落后的边境地区产

生了及其重大深远的影响。经过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的发展，河El又重现出比昔日更加繁荣昌盛的景象。

国内外客商云集河121，边民互市和边境贸易持续发展。目前，各地在河lZl注册登记的边

贸企业181户。其中：获得外经贸部批准享有边境贸易进出121经营权的56户；越南边民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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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摊点500余个，1997年含边民互市的边贸进出IZl总额达7．3亿人民币，比起步时的3200

万元，增长22．7倍。

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村适用的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热

区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推动全县经济协调发展，全县兴修水利工程2762件。

建设稳产高产农田2500亩，种植热区经济作物27．4万亩(含农场)，其中：橡胶14万亩，

年产千胶约6253．6吨，菠萝4万亩，年产菠萝4万余吨，用材林5．3万亩，1997年生产粮食

1371．1万公斤，人均有粮340公斤，农业产值4176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3176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528元；乡镇企业总收入4376万元，初步改变了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

式。

全县(含农场)有工业企业33户，主要有磷化工、胶片、果脯、食品、粮油、印刷、

汽车修理、木材加工等企业，199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4040万元。

加快了城市、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八五”以来，地方全民单位

共筹集资金3．5亿元。一是建成了长1554米的红河护岸防洪大堤，开发出12万平方米建设

用地．新建长2公里的滨河大道；二是开发建设北山中心区、冷水沟小区、曼章小区和滨河

小区等0．73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和房屋建设，新建长3公里的北山大道和老城区内的商贸

街；三是完成了个旧绿水河至河口长87公里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四是新建日提水12000吨

的泵站和日供水8000吨的自来水厂；五是开通5000门程控电话和800兆、900兆移动电话；

六是新建了海关、检查站、商检局、卫检局、动植物检疫局、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的办公、营业大楼。新建了占地8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的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仓库和货场。招商引资和筹集资金13200万元，

先后建成了河口宾馆、铁路国际公寓、南亚宾馆、东方宾馆、河121大酒店、云河大酒店、吉

庆大酒店、星光大酒店、鑫苑宾馆、新华大厦等3l家宾馆、酒店、招待所和文化娱乐设施，

共计1240个标准间，2480个床位，具备了不同档次的接待条件。人民路、滨河路上一幢幢

十余层的高楼拔地而起。经过几年来的投资建设，初步改变了过去“道路不平，电灯不明，

电话不灵，供水不行”的状况，增强了城市、El岸功能。提高了服务质量。一座具有热带、

亚热带风光的商贸旅游城市展现在祖国的南疆。

．投资环境改善，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招商引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目前，建成投产项目

15个，其中：外资项目5个，总投资800万美元。即：红河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大兴边贸商

城、南华香料有限公司、伸杰木材加工厂、河口宏倡竹制品有限公司。特别是1996年引进

的红河格林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600万美元，第一期工程投资361万美元，年产值1400万

美元，该厂引进意大利的先进设备，于1997年5月20日建成投产，内联项目10个，总投资

1325万美元，即：河口复合肥厂、丰盛木材加工厂、那排红砖厂、曼章黄莲藤加工厂、复

通木制品厂、大理石加工厂等。现正以最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在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内开

发建设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区。

河121具有独特的地缘和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东部有砚河线经文山可达广西百色、南

宁；西部有蛮新、鸡河线可达金平、个旧、蒙自、元阳、红河、建水、石屏等地；中部有昆

河公路和滇越铁路直接与省会昆明连接。东、中、西三路在河口交汇南下可达越南首都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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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贡、海防等大城市。北距省会昆明469公里(铁路)，南距越南首都河内296公里(铁

路)。境内通车里程723．5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每日从河1：1发往开远、昆明的

客运列车二趟；国际货运列车三趟，每星期从昆明发往河内的国际客运列车二趟；每日从河

口发往昆明、个旧、开远、蒙自、建水、石屏、文山等地的客运班车48次，县内客运班车

8次，每天的客流量近3000人次。1997年出入境国际货运列车1352次，出入境货运汽车

18114车次，货运量28万吨；中越双方边民出入境90万人次，英、美、法、日、加拿大、

意大利等第三国人员出入境1898人次。河El已形成边民互市、边境贸易、国家贸易及跨国

旅游为一体的发展格局。

河口具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区位优势。景色迷人的热带亚热带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

风情，神秘的异国情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河口国际旅行社现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

以英语、越语、粤语等语种为主的管理人员和导游队伍。开通了河I：I至越南老街、甘塘、富

楼、沙巴、河内、海防、下龙湾、西贡等六条垮国旅游线路。境内开通了河1：3至龙戈洞、沙

坝热带植物园l至2日游，南溪河漂流、红河号游艇等项目。为旅游观光者提供了科学考

察、商务洽谈、度假休闲等多项服务。

随着边境贸易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地方财政连年增收，金融形势较好，1997

年地方财政收入达3321万元(含中央两税482万元)，比1988．年的159万元增长20．9倍，

金融系统年末存款余额23211万元，比1988年增长1．7倍。

河口的文教、卫生、广播电视事业，在条件差、底子薄的基础上，近几年来，县委、县

人民政府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有了长足的发展，1996年省州人

民政府检查验收了河口普及六年义务教育，1996年全县有中学8所，在校中学生2310人，

其中：教育部门办学4所，在校学生1764人，教职工153人，国营农场办学4所，在校学生

546人．教职工55人。有职业高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143人，教职工25人，全县有小学

48所(含国营农场)，其中：完全小学25所，初级小学23所，有一师一校点65个，在校小

学生372个班，共计小学生9996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80％，巩固率达98．0l％，

毕业率达39．79％，毕业生升学率达86％，小学占地面积198099平方米，生均20．7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56737平方米，生均5．9平方米，有小学教职工702人，其中：教育部门办学

514人．企业办学188人。全县有幼儿园3所，在园幼儿18个班443人；有教师进修学校一

所。每年培训教师800余人次，初步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的教育体系。全县有文化

馆、图书馆各一座，电影院三座，农村电影队5个，文化站6个，中波台一座，地面卫星接

收站149座，电视人口覆盖率73％，有县级医院2所，乡级卫生院9所，妇幼站、防疫站各

一所，基层卫生机构146个。病床501张，医务和工勤人员550人。

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了“打开南门、走向亚太”和“东西并举，中路突破”的发

展战略方针。1997年11月14日在蒙自召开了建设昆河外向型经济带(红河片区)现场办公

会，省长和志强指出，充分发挥区域和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功能，加快步伐，把昆河

经济带建设成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南呼北连，繁荣昌盛的我省最重要的开放型经济带，加快

昆河经济带建设步伐，在全省跨世纪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推动红河州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口作为昆河外向型经济带的龙头和中路突破的

最前沿，要充分发挥通向越南和东南亚的水陆交通区位优势，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



概 况 5

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努力把河口建成

功能齐全，服务周到的我国对东南亚国家开放的国际口岸。‘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河口这块祖国南疆的热土焕发了青春，河口将以优惠的政策，优质的

服务，热诚欢迎国内外客商投资开发建设，共同开创河口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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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河口瑶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H6k6u Yaza ZtzhLxiem】

河口瑶族自治县．成立于1963年7月

11日，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东南端。以县城河口镇地处红河、南

溪河汇合处而得名。东北部与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马关县接址，西部隔红河与金平瑶族

苗族傣族自治县相望．北部和西部与屏边苗

族自治县和个旧市毗邻，东南和西南部与越

南老街省的老街市、猛康县、坝洒县山水相

连，国境线长193公里，‘总面积1332平方

公里，辖河口镇、南溪镇、瑶山乡、桥头苗

族壮族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共28个

村公所(办事处)。居住着瑶、苗、壮、彝、

布依、傣、汉等22个民族，总人口73559

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44871人，占总人口的6l％。

河口镇是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地处红河与南溪河汇合处。与越南老街

省的老街、谷柳两城市隔河相望。是昆河铁

路、昆河公路、红河航道与越南铁路、公

路、航道连接的水陆交通枢纽，具有进入越

南和东南亚各国便捷的水陆交通区位优势。

河口具有悠久的与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经

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历代先民们在崇山峻

岭中开辟了外联越南，内联四川成都的“蜀

安南道”、“安南通天竺道”，史学家称之为

。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二条通道。公元1895

年根据《中法条约》．辟河13为商埠。二十世

纪初，红河航道上“大船三百，小船千艘。

来往如蚁，盛况空前”。1910年滇越铁路通

车后，河13镇成为我国西南对外最大的商品

集散地，商贾云集，店号林立，热闹非凡。

被人们誉称为“小香港”。

建国后，中越两国政府于1954年8月

．25日签订了<关于开放两国边境小额贸易

的议定书>，开放河13为国家一级13岸，同

时，先后开放了坝洒、纸厂、老卡等边境口

岸，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于1978年后口

岸全部关闭。

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国务院

国函(1992)62号文件批准河口为沿边开放

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特办字(1992)58号

文件．批准河口建立4．02平方公里的边境

经济合作区；1993年5月18日中国河口一

越南老街口岸复通，河口从改革开放的末端

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实行沿边开放政策。

县委、县人民政府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各地客商纷纷到河口投资开发建

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开放新格局，河口将建设成为通向东南亚的

重要通道，建设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成果显著的边境商贸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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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镇【H6k6u压爸n】

位于河口瑶族自治县南端，地处红河与

南溪河汇合处，北纬22030’25”一22045’58”东

经103。40’50”一104。00’40”之间，东以南溪河

主航道。南以红河主航道为界，与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老街市隔河相望，西北接瑶山

乡，东北与南溪镇为邻，总面积185．2平方

公里，国境线长55公里(图上平面距离)，

驻地海拔76．4米，辖城区、城郊、坝洒3

个办事处，有7个自然村，7个村民委员

会，3个居民委员会。驻有河口、坝洒两个

国营橡胶农场。居住着瑶、苗、壮、汉等

22个民族，总人口22077人，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占30．7％。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_；|羊；阿

郡进桑县管辖，并在此置有进桑关。历代王

朝都在此置有管理机构。1895年根据《中

法条约》辟河口镇为商埠，设河口督办；

1897年设立河口海关；1927年划为特别行

政区；1950年改为河口街政府；1954年10

月改为河口镇；1956年改为城关镇；1958

年改为城关人民公社；1981年恢复为城关

镇；1987年又恢复为河口镇，镇人民政府

驻槟榔路39号。

河口镇是河口瑶族自治县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是国家级口岸，是昆河铁路、昆

河公路、红河航道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铁

路、公路、水道连接的交通枢纽，是我国

。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二条通道。具有悠久

的对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1992

年国务院国函62号文件，批准河口为沿边

开放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形成了

边民互市、边境贸易、国家贸易、转口贸

易、经济技术合作、边境旅游为一体的新格

局。河口镇正在建设成为一座具有热带亚热

带风光的边境商贸旅游城市。

城区办事处

城区办事处【Ch6ngqd Banshlc硒】

位于河口县城区西北部，成立于1987

年，为河口镇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办事处设

在河口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内。辖第一、第

二、第三居民委员会，一条半、二条半等2

个自然村。有315户964人，耕地面积24

亩。

第一居民委员会【DtljGrnlnwi§iyu6n hul】

按编号顺序得名。成立于公元1983年。

位于人民路南侧，隶属于河口镇城区办

事处，居委会驻广龄街35号，有97户496

人，所辖居民有：广龄街2号一43号门牌；

人民路23号、128号、130号门牌；合群街

11号一38号门牌；迎宾路9号一26号门牌；

一条半、二条半。民族有汉、壮、瑶、苗

等。通公路，通电。

第二居民委员会【D12jGminw6iyu6n hutl

按编号顺序得名。成立于公元1983年。

位于人民路南侧，隶属于河口镇城区办

事处，居委会驻广龄街124号，有72户360

人，所辖居民有：建设街1号一22号门牌；

广龄街45号一128号门牌；尚德街2号一9

号门牌；挹芬街3号一29号门牌；天香街8

号一16号门牌；小塘路1号一9号门牌；环

城路3l号一36号门牌；人民路32号一42

号门牌。有汉、壮、瑶、苗等民族，通公

路。通电。

第三居民委员会【Dt3jGminw6iyu6n hul】

按编号顺序得名。成立于公元1983年。

位于人民路南侧，隶属于河口镇城区办

事处，居委会驻建设街20号，有123户464

人。所辖居民有：人民路43号一54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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