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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路，将日军消灭在大黑河南岸。孙兰

峰指挥安春山营一直打到绥远南茶坊，由

于孙兰峰孤军深入，归绥城内日本援军越

来越多，孙兰峰部退出战斗。

绥南战役的发动给予日军沉重的打

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战军民的信心。

1938年11月，八路军120师358旅715

团和骑兵连组成大青山抗日支队，李井泉

任支队长，姚喆任参谋长。部队从山西岢

岚县出发翻越蛮汉山，消灭了凉城县的

守军，从绥东八拜村渡过大黑河，穿越京

绥铁路，挺进大青山，在面铺窑子与刘洪

雄、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开始

在大黑河两岸的大青山、蛮汉山地区，与

归绥地区的日寇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9年，在傅作义将军的努力下，

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了“9·19起

义”。绥远省政府及人民解放军从丰镇出

发，沿着大黑河进军土默川。姚喆司令员

率领绥远军政领导乘火车，在绥远火车站

受到董其武将军和市民的热烈欢迎。

大黑河两岸的土地肥沃，是呼和浩

特的主要粮食、蔬菜生产基地。据老人回

忆：1930年以前的大黑河旗下营一段的小

溪，才一米多宽，当地的小脚女人都能一

步跨过去，而现在已成百米宽大河槽。由

于河的上游大量砍伐林木，开垦草原，山

地已涵养不住雨水。大黑河流域生态遭到

破坏，每年的山洪也给两岸村庄和农业造

成严重自然灾害。

民国十八年（1929年），绥远省为

治理大黑河，以工代赈修了一条四十五华

里的大渠，挖了二十条用于灌溉围田的支

渠：民丰渠。民国二十年（1931年），一

场洪水使大渠淤闸，大黑河从昭君墓的南

边改到昭君墓的北边，民丰渠成了大黑河

大黑河古渡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