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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镇，地处黄石市东郊，黄荆山脉横亘其中，依山傍水，物产富

饶，矿藏丰富，水陆交通方便。河口是一个很有活力，很有发展前景

的乡镇。

河口镇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在四

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远古文化。

龙山的下陈村还留有东汉时期章山故城遗址，这就足以说明河口地

区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的地区。

河口地域褊小而传统光荣。土地革命时期，下章乡第一个工会

组织，就在滨湖的黄獭捕鱼煤矿诞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八路军三

五九旅南下支队，分三路跨越长江，其中一路先遣队，于1945年2月

23日由风波港登陆，开始游击战。

河口物华天宝，人民勤劳而勇敢。河口不但有白云石、石灰石、

石英石举目皆是，而且铜、铁、锌、镁的蕴藏量颇为丰富，煤的储藏量

早已名闻鄂东。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存、苦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

化。我们的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在这里浴血战斗，树起了革命的

丰碑。新中国诞生之后，广大的河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五十

多年的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

就。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逐年提高。河VI开创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科学建镇、文

明康乐的新局面。

今日河口，形势喜人。山南铁路已经建成，黄富公路正在筹建之

中。一个沿江、沿路、沿湖、沿山的农业开发新格局正在形成。一个

以蔬菜基地、花卉基地、杂果基地、水产基地为综合开发的新举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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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付诸实施。

当此之际，《河口志》应运而告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她必将成为我镇保存历史，研究未来，服务当前，造福后人的宏伟事

业，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河口，振兴河口，资政当今，垂诫后世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编修《河口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也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

程。编写组的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广征博采，琢磨切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数易其稿，终于

审成定稿，值此付梓之日，我代表河口镇委、镇政府对所有为本志作

出贡献的社会各界同仁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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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镇党委书记：方泽安



凡 例

一、本志以《黄石市西塞山区地方志征集提纲》为纲，以本镇客

观事实为依据，详今略古，分目述记，实事求是地反映镇域基本面貌

和发展过程。上限1949年，下限2004年，追溯源流，只作概述。

二、先概述，次列大事记，再分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诸

篇，图表随文插入。

三、行文时，以对一些字数多的机构、会议、政治运动的名称使用

简称，涉及到旧时代的货币计量单位仍然照旧，对一些专用科学术语

仍沿用俗称。
’

四、记述范围，以现行辖区主体，划出地区，只记原辖时期，但在

镇区之内而被划出的大型水利建设设施，仍加详记。

五、人物篇，根据本镇实际，只分人物录、人物表两项。人物表分

记革命烈士、市级以上劳模、县团级以上领导人、副高以上知识分子

和其他人物。革命烈士按历史时期，市级以上劳模按评选年份，县团

级以上领导人和副高以上知识分子按其职务级别顺列。

六、所有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他志、专著、牒谱、口碑和在各单

位采编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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