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牧骑队员为文艺爱好者进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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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 培育新风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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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乡村逐梦乡村逐梦乡村有舞台有舞台有舞台
——兴安盟全力打造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有效载体

□文/高敏娜 图/毕力格毕力格

“我今天把孩子也带到了现场，希望她从小就能
了解什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演出中收获
知识。”科右前旗俄体镇兴安村村民岳瑞说。

近日，“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表演
活动在兴安村举行，在给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文化盛
宴的同时，俄体镇公仆宣讲团志愿者为大家科普了
《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出台背景
和意义等相关内容，观众们边看边学、边学边思。

“这支队伍里有多个民族，我们虽然是不同民族，
但兄弟姐妹们每天朝夕相处，在一起唱歌跳舞特别开
心，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兴科社区四胡红歌队队
长刘俊芝说。演出中，她们用演唱的形式宣讲《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穿插互动问答、交
流互动，教育大家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兴安盟在文艺活动举办间隙开展灵活多样的政
策宣讲，把政策理论创编入好来宝、三句半、快板书、
乌力格尔等节目当中，群众在编演、观看演出中潜移

默化地学习领会政策理论精神。
兴安盟还把文艺活动作为集聚甄选志愿者的重

要渠道，以文化为媒介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在开展文
艺活动的过程中，植入助农带货、健康义诊、普法宣
传、科普宣传、法律咨询等志愿服务内容，实现送服务
到群众身边。同时，发挥文化活动纽带作用，将“十星
级文明户”“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表彰活动和“积
分争星”“红灰黑”榜发布活动贯穿其中，达到用活动
聚人气，引领乡村文明风尚的作用。

“我们不光日子好了，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我在网上
搜集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广场舞，每天都来广场带着我们
村的姐妹一起跳，这心里别提多自豪！”突泉县九龙乡长
春岭村村民刘春蕾说起自己的文化生活，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她和姐妹们还常常录视频、拍照片，把演出中的精
彩时刻传递给亲朋好友，和他们共同分享文艺“大餐”。

“以前村里酒桌麻将桌上人最多，现在文化广场
上最热闹。”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翁根海拉苏嘎查

书记吴英鸽说，“现在村里风气越来越好，大伙儿一起
唱歌跳舞特别开心，出出汗，活动腿脚，还能及时了解
党的方针政策，学知识、开眼界。”

现如今，兴安盟基层文化氛围愈加浓厚，欢快喜
气的广场舞音乐和村民们的欢歌笑语回荡在乡村，沉
甸甸的“文化果实”让兴安盟农牧民真切地感受到了

“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带来的幸福感。
“‘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符合

农村牧区的实际情况，创新落实了理论和实践的微循
环系统，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开
展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抓手。”兴安盟委宣传
部副部长张丽红表示，接下来，按照盟委要求，“逐梦乡
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还将通过打造特色本
土乡村文化，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新农村文
化建设的新业绩、新成就、新气象，营造出更加浓厚的
文艺宣传氛围，吸引更多农牧民参与其中，让文化惠民
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普法宣传普法宣传。。

烈日炎炎，挡不住大家展示才艺的
热情；信心满怀，台上的农牧民可比明
星。

“咚锵，咚锵，咚咚锵……”兴安盟突
泉县六户镇巨昌村“逐梦乡村·我们的舞
台”农牧民文艺活动在锣鼓声中拉开序
幕。秧歌队员们手中彩绸飞舞、彩扇翩
翩，大家踏着鼓点，欢快地扭着秧歌。

广场舞《母亲是中华》、独唱《人在旅
途》《母亲》、二人转《小拜年》等节目精彩
亮相……

“平时我就喜欢唱歌，还在快手直播
间播过，‘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给了我
一个展示的机会，能给父老乡亲们唱歌，
我特别快乐。”参与演出的突泉县六户镇
巨昌村村民张万里激动不已。

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天天有人
气……在兴安盟各苏木乡镇、嘎查村，逐
级开展的“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
民文艺活动正精彩上演。通过“嘎查村抓
常态，乡镇重特色，旗县市创品牌，盟级展
形象”四级联动，兴安盟用活各类文艺平
台阵地，以文艺活动宣传人、凝聚人、培养
人，切实满足农牧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
求，营造“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氛围，实
现乡村文化繁荣，助推乡村振兴。

傍晚时分，70多岁的村民陈玉林匆匆吃过晚饭
后，就赶到乌兰浩特市新城街办事处天骄社区活动
室。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在这里排练节目。

整理衣帽，支起鼓架，鼓槌落、歌声起，一场为“逐
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进行的彩排表
演就这样开始了。

“我虽然年纪大，但唱歌、跳舞、打鼓样样在行，参
加村里的演出活动，不仅村民高兴，我的晚年生活也
过得充实。”陈玉林说。

“这个舞台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以前大家
都是在台下看节目，现在走上舞台表演节目，我们感
到特别幸福。”在科右前旗科尔沁镇远光村，刚刚演出
完的农牧民表演队队员赵莲华说，为了丰富这台节
目，队员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带来了二胡演奏、扇子
舞、腰鼓舞、快板书《命案防控》等自编自导的原创节
目。

与此同时，在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罕乌拉嘎查，
农牧民文艺爱好者正欢聚一堂，四胡《牧民歌唱共产
党》、舞蹈《各族儿女心向党》、好来宝《永远不忘党的
恩情》等节目陆续上演，现场充满欢声笑语。“我们嘎

查有很多多才多艺的人，平时大家都是聚在活动中心
自己表演节目，现在有了‘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这
个平台，大家积极性更高了。”巴彦呼舒镇罕乌拉嘎查
王红霞说。

乡村是群众的摇篮，乡村舞台是群众表演的主
场。自“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启动
以来，兴安盟通过搭建文艺活动平台，充分发挥理论
宣讲、文明实践、乡村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综合功
效，把舞台留给群众，通过“群众演、群众看”，真正让
群众“唱主角”。

“农村牧区现在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发展阶段，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面临全新形势。”兴安盟委
宣传部副部长张丽红介绍说，农牧民群众对高质量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亟需搭建一个吸引广大农牧民群众参与的有效平台。

肥沃的基层文艺土壤，滋养出鲜艳灿烂的精神文
明之花。兴安盟群众文艺活动基础深厚，这里的农牧
民不仅热爱文艺、能歌善舞，更有一大批能够自编自
排节目的创作人才，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

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尊敬老人是我们为人子女的义务，爱护子女是

为人父母的责任……”在科右前旗额尔格图镇北安嘎
查，以“兴安好人”韩士杰为代表的9人“身边人说身
边事”小团队，在演出间隙分享着自己和邻居平常孝
老爱亲、助人为乐的点滴小事，带领嘎查居民共同学
习和弘扬传统美德，用实际行动做优良家风的继承者
和实践者。

乡里乡亲故事会、剪纸实操技术培训、诗歌朗诵、
农牧民运动会、“晒晒我家的菜园子”……在开展常规
性文艺演出的同时，兴安盟各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
通过亮点纷呈的主题式、专题式活动项目，充分发挥
吸引凝聚作用，实现组织、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搭
建了全新的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综合载体。

如今，“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
正逐步成为兴安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创新农村牧区
基层社会治理，夯实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群众基础
的重要组织形式。自3月底活动启动以来，在兴安盟
6个旗县市全部铺开，截至目前共开展活动350余场
次，参与人数达3万人。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
幸福是百姓梦……”当笔者来到巴彦呼舒镇乌逊嘎查
时，悠扬的歌声从嘎查文艺活动室传来。巴彦呼舒第
四中学的音乐教师吴秀莲和西日嘎中心校音乐教师
韩萨木嘎正在悉心辅导嘎查的文艺爱好者学习新歌
《共筑中国梦》。

“今天两位‘导师’来嘎查给我们教新歌，我们都
学得特别认真，这首新歌在下次嘎查开展的‘逐梦乡
村·我们的舞台’上就能演唱了。”乌逊嘎查文艺爱好
者谢春英说。

在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的文艺辅导现场，
“文艺导师”王亮亮指导着嘎查文艺爱好者们练动作、
排队型。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声，大家相互配合，舞步
整齐。

“今天教了嘎查的阿姨们一支广场舞，休息时间
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些防范养老诈骗的知识。”文化文

艺志愿者王亮亮提前“备课”，把文艺辅导安排得十分
充实。

“为培养乡村文艺人才，打造科右中旗乡村文艺
品牌活动，全面提升科右中旗群众节目编排和演出质
量，科右中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从机关部门选拔
100名文艺骨干，开展‘百名文艺导师进嘎查’活动，
为嘎查文艺爱好者们送去学得会、演得好、接地气的
优秀文艺作品。”科右中旗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志
国介绍说，目前，百名“文艺导师”陆续前往各个嘎查，
大家通过“志愿服务+宣讲+文艺辅导”的形式，创编
好来宝、歌舞、快板、小品、舞台剧等节目，开展培训、
排练。

在兴安盟，繁荣乡村文艺，助力文化振兴不止科
右中旗“文艺导师”这一支队伍。兴安盟积极整合人
才资源，组织旗县市乌兰牧骑、文化馆（站）、文艺志愿
者等力量深入到农牧民群众中进行业务指导，扎根基

层、扎根生活，以农牧民为中心，开展组织、创作、辅
导、服务等工作，带动各嘎查常态长效开展文化文艺
活动，丰富群众业余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新风正气。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开展活动，兴安
盟还3次下发活动重点内容提示，确定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大家学”之“我们的节日”系
列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乡
村旅游、实用技术知识宣讲、喜迎二十大、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知识宣讲、结对帮扶等十项重点内容，
最大程度实现文艺搭台、发挥综合功效的目标。

“我们以嘎查村活动为基础，遴选优秀节目参加
乡、旗、盟三级的展演。评选‘百件优秀农牧民文艺节
目’‘百名优秀乡村文艺人才’，并在全盟农牧民文艺
汇演上进行展示，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的参与度，构
建热在基层、乐在群众的常态化文艺活动格局。”兴安
盟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丽红说。

热在基层 文艺节目多彩

乡村舞台 农牧民唱主角

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

书法志愿服务书法志愿服务。。

志愿者向农牧民发放宣传单志愿者向农牧民发放宣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