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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艺术剧院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紧密结合剧院中心工作，坚持党建引领，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推动内蒙古文艺以其深厚的特色文化底蕴、深入人民中间的创作底气、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底色，成为我国文艺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奋力书写内蒙古艺术剧院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看不够美丽中国，望不尽繁荣
景色。心中有一团火为你炽热，我爱
你中国、爱你中国。”5月 31日，一首
深情表白祖国母亲的歌曲《看不够美
丽中国》拉开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千里送文化、艺术进边
防’系列慰问演出活动”的序幕，点燃
了当地各族农牧民群众、边防派出所
民警、边防部队官兵们的热情……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加快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交给
内蒙古的五大任务落到实处，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见行见效，内蒙古
艺术剧院与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
（边防办）联合举办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千里送文化、艺术
进边防’系列慰问演出活动”。活动
分西部、中部、中东部、东部四个区
域，分别赴二连浩特市、阿拉善盟、巴
彦淖尔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
边防连队、哨所分4期开展慰问，覆
盖内蒙古8000里边防线，将最接地
气、最聚人气的节目带到边防官兵的
身边，为丰富戍边生活营造健康积极
的文化氛围，推动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建设聚人力、添助力、增动力。

目标昭示方向，要求拎起准绳。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总要
求、根本任务、五个方面目标等方
面，明确了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要

求。内蒙古艺术剧院牢牢把握这些
目标要求，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艺术剧院
围绕主题教育总体要求，确定调查研
究课题28个，调研地点区内覆盖12
个盟市文艺院团，向外延伸至北京、上
海、南京、合肥、六盘水、淮安。同时，
定期召开调查研究成果交流会，交流
调研成果，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建立台账，全程调度。内蒙古
艺术剧院党委牵头成立调研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统筹安排调研工作，
每周以在线表格的方式灵活调度各
组工作开展情况，形成层层抓落实、
责任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深入实地，扎实调研。内蒙古
艺术剧院党委和 5名班子成员对领
题的8个调研课题共开展调研31次，
交流 43 次，下沉各级单位 311 人
次。剧院各部门领衔20个课题共开
展调研 64次，交流 72次，下沉各级
单位245人次。经过深钻细研，8个
调研课题共发现涉及剧院创作、演
出、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
39个，目前均已整改完成。针对院
党委和班子成员调研发现的39个问
题，提出解决措施48条；针对各部门
调研发现的48个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49条，共完成调研报告28篇。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
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新要
求，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
动，也是打响区域代表性文化品牌
的有力措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体现。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一颗耀
眼明星。内蒙古艺术剧院牢牢把
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主题教育总要求，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
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艺
术创作的繁荣发展，积极探索如何
用文艺的方式阐释好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造

“北疆文化”品牌的发展新亮点。
漫天飞雪，倏然而至。英勇的

战士，桀骜的战马，惨烈的战场，眼
前的鲜血和牺牲，是否在大雪覆盖
下便归于沉寂，仿若宁静一如往
昔？然而战士朝鲁还活着，只是陪
伴他一起征战的战马尕腊——那
是爱人珊丹亲自交于手中的亲密
伙伴，紧紧依靠在他怀里，就此逝
去了。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的舞
剧《骑兵》再次升级归来，引得观众
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舞剧《骑兵》
经过多次改编升级，以舞台艺术作
品践行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讲好内蒙古民族
团结进步故事。

围绕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这一主题，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了
舞剧《骑兵》、歌舞剧《昭君出塞》、
歌剧《江格尔》、交响曲《灯塔》等一

批舞台艺术作品；修改提升乌力格
尔的《钢铁熔炉》、叙事民歌《张玉
玺》等一批小作品；党史短剧《林海
雪原》《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在
各大院校、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基
层等进行了惠民演出。

聚焦“五大任务”，用文艺精品
达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目的，
诠释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使命担当。
围绕“两个屏障”，创作了交响曲
《绿色长城》、舞蹈《第一束阳光》、
专场晚会《绽放绿色北疆》等，选派
4名创作人员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旗创作了卫国戍边题材歌舞剧
《望远镜》；围绕“两个基地”，修改
提升了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
民族曲艺专场晚会《拉起四胡唱新
歌》；围绕“一个桥头堡”，开展民族
管弦乐《丝路草原》全国巡演。

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文艺作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
和“三北精神”，全面展示了内蒙古
新时代形象的舞台艺术作品，让

“北疆文化”品牌在主题教育中绽
放光彩。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
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
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点
点滴滴润心扉，一枝一叶总关情。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如同和
风细雨般润泽辽阔的祖国北疆大
地，激励着内蒙古各族文艺工作者
守望相助、团结奋进，谱写新时代
内蒙古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辉煌
篇章。

（武峰 郭伟伟）

弘扬北疆文化 培根铸魂
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
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
化文艺人才队伍。”近年来，一部部
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
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
品亮相区内外舞台。

人民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6
月 22日，内蒙古艺术剧院“人民剧
场”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以

“民族团结心向党，同心共筑北疆
情”为主题拉开了文艺为民演出的
帷幕。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
更好地享受到艺术文化的魅力，内
蒙古艺术剧院在呼和浩特市宝鼎广
场搭建了“人民剧场”。群众喜欢什
么节目就演出什么。按照群众的观
看意愿编排节目，主要有歌舞、民族
曲艺、二人台、杂技、京剧、民族乐
器、合唱团、交响乐、话剧等数十种
表演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对舞台艺
术的需求。在宝鼎广场和呼和浩特
敕勒川草原演出期间，不仅吸引了
广大市民，也吸引了大量来呼旅游
的游客，大家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刺
激了周边商业消费，拉动了服务产
业发展。“人民剧场”在每年的5月—
10月 6日，每逢节、假日上午和晚上
演出，每年演出50场左右。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创作方法有 100条、1000
条，但是内蒙古艺术剧院深知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该剧院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狠抓艺术创作

生产，推进重点作品 5部：民族歌剧
《江格尔》、民族管弦乐《北疆畅想》、
交响组曲《绿色长城》、话剧《站台》
《高高的兴安岭》；启动新创作品 3
部：歌舞剧《昭君出塞》、专场晚会
《绽放绿色北疆》、蒙古剧小戏小品
专场晚会；修改提升重点作品 2个：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民族曲
艺专场晚会《拉起四胡唱新歌》。创
作完成中小型作品20余个：有歌曲
《春天里的雷锋》《一起拼未来》《大
漠东风》、群舞《森林知音》《溢满阳
光的森林》、杂技团原创节目《守·
望》等。策划启动实验剧场第二季，
完成沉浸式儿童剧《冰箱里的咕噜
噜》剧本创作。完善和细化艺委会
工作机制、工作流程和工作计划，组
织召开专家研讨会、评审会、作品验
收会共计 29次。组织 2024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申报大型
作品5部，小型作品12部，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作品 1部。持续推进“学·
创·演”结对子帮扶工作，选派剧院编
导9人次赴全区5个盟市5支乌兰牧
骑进行剧目创作帮扶指导。

另外，内蒙古艺术剧院积极开
展各类演出交流活动，2023年1月-
8月 31日演出 407 场，其中下基层
演出196场、巡演57场、边防哨所演
出83场。

新时代艺术创作呈现蓬勃向
上、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内蒙古
艺术剧院广大艺术工作者将继续立
足现实、深研创作，认真总结主题性
艺术创作经验，持续创新发展，不断
推动主题性作品创作攀登新高峰，
将“人民剧场”打造成为自治区的文
旅品牌。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

坚持党建引领 以学促干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精品
擘画舞台艺术辉煌成就

杂技剧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的美好生活》。》。

内
蒙
古
艺
术
剧
院

内
蒙
古
艺
术
剧
院
﹃﹃
千千

里
送
文
化

里
送
文
化

艺
术
进
边
防

艺
术
进
边
防
﹄﹄

系
列
慰
问
演
出
活
动

系
列
慰
问
演
出
活
动
。。

下基层下基层。。 戏曲进校园戏曲进校园。。
走边防走边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