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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市大黑河两岸建起了高楼大厦

的主河道。

1959年8月3日，大黑河暴发大洪

水。扎达盖河上百年的牛桥被冲毁；大黑

河的堤岸经汹涌的洪流淘涮，大堤决口44

处。沿河两岸61个村庄被淹，56.8万亩农

田被冲毁。

时任自治区副主席杨植霖对大黑河

治理十分重视。先后动员呼市千人治理大

黑河。拓宽了河漕，筑高防洪大坝，兴修

排水工程。重修了呼市至和林，呼市至托

县的大小黑河大桥。呼市人民不仅防洪，

还利用大黑河的洪水淤农田，利用洪水冲

下来的腐殖物土，改良农田的土壤增加粮

食产量。大黑河每年发洪水，两岸农村就

开闸用洪水漫地。

1979年10月，大黑河又经过一次治

理后，黑河水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洪灾。大

黑河水从八拜乡流入呼和浩特市区的前巧

报、姚府村、桃花板，成为呼和浩特市景

观河。又从老营村、乃只盖村、大圐圙，

经糟牛营、熊家营，从前明壕流入黄河。

20世纪50年代，在大黑河畔建起内

蒙古农业技术学校、农业科学研究院；改

革开放后，大黑河两岸建立起呼市奶牛、

蔬菜、养鱼业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近几

年，呼和浩特市政府又先后多次扩建了昭

君墓，建起了万亩草原风情园。大黑河上

还修建了风格不同的桥梁，修通了四车道

的滨河路。开辟了宽阔的绿化带，并建起

了十几处滨河公园，种植了2000亩马鞭草

花和观赏植物欧石花海、梵草映月。还设

置了亭台栈道，供人们游览休闲。

黑河两岸，每天都有游客。老年人

在亭子中、绿荫下或看书、下棋，或健

身、赏花。大黑河两岸已成为呼和浩特风

景最美、最受市民欢迎的休闲游玩好去

处。前年，在昔日的古战场上，又新增设

了兵器公园，深受青少年的喜爱。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
究会会员，照片由作者提供）

    1929年，绥远省以工代赈在大黑河托县
段修了一条民丰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