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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句真言受鼓舞，字字千钧
指方向。牢记嘱托，草原儿女在祖
国边疆，如同一匹匹骏马向着美好
明天尽情驰骋……”

盛夏，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朱日和镇巴彦德力格尔嘎查草
原上一顶洁白的蒙古包里，传出动
人的歌声。

走进蒙古包中，只见身着民族
服装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正在为牧民表演节目。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珍贵的
回信》，是我们乌兰牧骑队员钢宝
力道和吉雅图在收到习近平总书
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回信时，连夜创作的歌曲。”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副队长胡斯楞说。

2017年10月，在乌兰牧骑建
立60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6名队员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骑
6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的
决心。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队员们回信，鼓励他们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永远做草原
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总书记
的回信，温暖着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员们的心，也坚定了他们扎根
基层、用心创作、服务群众的信心。

“创作是乌兰牧骑人的基本素
养，我们扎根生活沃土，坚持传统
不丢、脚步不停，坚持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的理念，创作
出一大批从农牧区群众中来的作
品。”胡斯楞说。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创作出歌曲《慈爱的父母》《圣烟之
乐》《红书包之歌》、器乐合奏《迁
徙》、小品《左右为难》、好来宝《移风
易俗文明宣传》、舞蹈《天赐》《乌兰
牧骑井》等，无不是都是从火热的生
活中来、从厚重的大地中来、从伟大
的农牧区群众中来。这些“接地
气”的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了土地的
厚重、生命的蓬勃、奋斗的力量。
精品力作深入人心，其背后的创作
故事同样鼓舞着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队员们扎根基层，扎根人民。

胡斯楞说：“好的文艺作品不
但要创作出来，还要送到群众中
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以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
农牧民，不遗忘一个边防哨位’为
目标，用文艺服务农牧区群众，用
文化唱响生活，撑起属于农牧区
群众的大舞台。”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让“红色
文艺轻骑兵”这面旗帜在草原上高
高飘扬，统筹制定为基层演出的“文

艺服务”清单，根据演出对象的不
同特点、不同需求，精准确定节目、
内容、形式和队员构成，提供更为
精准的文艺演出服务，真正做一支
能够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
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是乌兰
牧骑始终秉承的优良传统。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建成党的创新理
论“宣讲队”和“宣传队”，完善边演
边讲、演讲互动的宣传宣讲服务模
式，通过创编好来宝等形式，将惠民
政策宣传至农牧区每个角落，以“行
走的课堂”服务基层，服务人民。

时代在变，乌兰牧骑扎根草
原、服务农牧民的宗旨始终没有
变。如今，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依旧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
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传遍
千家万户，每年深入基层为农牧
民们提供文化服务 100多场次、
观众达 3000多人次，每年行程 2
万多公里。哪里最困难，哪里最
偏僻，就先到哪里为群众送歌献
舞，队员们还在演出之余帮助农
牧民打草、剪羊毛等，他们始终
发挥着党的基层精神堡垒作用，
成为活跃在牧区、乡间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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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乌兰牧骑
日前开展“传承中华文脉 弘扬北
疆文化”采风活动，队员们走进苏
木山林场和兴和县店子镇古城村
明代长城遗址，沿着历史的足迹，
探寻北疆文化脉动，为文艺创作
汲取丰富养分。

苏木山林场位于兴和县城关
镇南45公里处，占地面积23.6万
亩，森林覆盖率71%，是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场。20世
纪50年代这里曾是山上不长草、
风吹石头跑的荒山秃岭。在几代
林业工人的接续努力下，苏木山实
现了从不毛之地到人工林场、再到
旅游景区的华丽转身，成为守护
祖国北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夏风吹拂，苏木山间林涛阵
阵。乌兰牧骑队员们先后来到苏
木山游客中心、苏木山展馆，采取
听、问、访、观等形式，以全方位的

视角深入探寻“三色苏木山”的厚
重历史。苏木山展馆内，展墙上
陈列的近百幅图片和数十件文
物，以实物＋场景的形式记录了
几代苏木山建设者的人生足迹，
队员们紧紧跟随讲解员的步伐，
深刻感悟着那段峥嵘岁月。

乌兰牧骑队员池千寿不时拿起
纸笔认真记录。池千寿表示，前人
留下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留下
了宝贵精神财富。希望通过我们的
创作让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
年轻人能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兴和县店子镇古城村地处晋
蒙交界处，这里民族交流频繁，文
化底蕴深厚，明长城店子段便坐
落于此。在当地村民带领下，乌
兰牧骑队员们一路走、一路看，用
镜头记录、用脚步丈量，实地感受
长城墙体的沧桑质感，重温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坚韧

不屈的爱国情怀。
“长城长，长城弯，长城像条长

扁担。”站在长城下，乌兰牧骑队员
曹月慧忍不住哼起了童谣。她和
记者分享，“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
距离地接触长城，这里的气息深深
地打动着我。这种亲身实地采风
对我的创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乌
兰牧骑的创作源泉和使命情怀。”
采风结束后，兴和县乌兰牧骑队
长张琳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继续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创作
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
文艺作品，传承北疆文化，让“红
色的嫩芽”更加繁茂。

深入生活采风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奇男

苏尼特右旗

□本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奈斯夫

6月 20日，自治区直属乌兰
牧骑联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乌
兰牧骑来到清水河县韭菜庄乡双
台子村和盆地青村，开展“到人民
中间去——2024 年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牧骑月”示范演出活动。

伴随着悠扬的琴声，乌兰牧
骑队员们翩然起舞，随后歌曲、小
戏、小品等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文
艺节目轮番上演。“村里平时文艺
活动少，今天的演出节目深受村
民喜欢，希望以后多来咱们基层
演出。”韭菜庄乡双台子村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马利军说。

作为一支常年活跃在基层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清水河县乌
兰牧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不避风霜雨雪，不惧酷暑
严寒，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我们积极拓展‘乌兰牧骑志
愿服务+’职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
化惠民活动，深入基层演出400余
场，把党的惠民政策、文化知识和
优秀的文艺节目送到千家万户，以
实际行动践行‘红色文艺轻骑兵’
的职责使命，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
递得更深、更远、更强。”清水河县
乌兰牧骑队长康月莲介绍。

清水河县乌兰牧骑还坚持深
入农村体验生活，汲取创作灵感，
根据农民的需求，结合党的方针
政策和当地生产生活，创作了一
大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广播剧《老牛坡》、晋剧
《武汉鼎》等一批县域题材作品，
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
奖；小品《回家》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草原创作精品工程。

除了呈现精湛的艺术表演，
清水河县乌兰牧骑队员还活跃在
各类志愿服务的第一线，积极开
展理论宣讲、文艺辅导、文化交流
及便民服务等活动，将温暖送至
需要之处，为各族群众带去帮助
与关怀。

“我们将继续发挥乌兰牧骑
作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使
命与担当，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通
过文艺搭桥，坚持精品创作，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强化
服务意识，扎根基层沃土，为人民
放歌。”康月莲表示。

清水河县

兴和县

扎根沃土绽芳华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武鑫 王彩娟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里，我
们将会演出20多场，充分展示乌
兰牧骑和基层群众一家亲、鱼水情
的这种浓厚氛围，大力弘扬乌兰
牧骑的优良传统。”包头市土右旗
乌兰牧骑副团长董倩倩介绍道。

6 月 17 日 ，“ 到 人 民 中 间
去——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牧骑月”活动正式启动，土右
旗乌兰牧骑走进团结社区开展
了宣传活动。

活动当日，土右旗乌兰牧骑
以舞蹈《新时代的春天》拉开了

惠民演出的帷幕，现场氛围瞬间
被点燃。二人台歌舞小戏《挂红
灯》、歌曲《歌飞大西口》、二人台
小戏《走西口》等精彩节目一一
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其中，二人台现代小戏《家
庭风波》以媳妇沉迷赌博，且不
孝敬婆婆为主线展开，讲述了媳
妇在其母亲的教育下，幡然醒
悟，认真改过，孝敬婆婆，家庭和
睦的故事，充满正能量又接地
气，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点赞。

据介绍，土右旗乌兰牧骑紧
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主线，聚焦聚力两件大
事，弘扬北疆文化，持续深耕细
作，推进“学、创、演”扎根生活沃

土，编创了六七部新的文艺作
品，将以自治区“乌兰牧骑月”活
动为契机，采取集中演出和小分
队演出的方式，把作品带到农
村、带到基层、带到社区、带到厂
矿、带到部队。同时，开展形式
多样的“订单式”惠民演出、辅
导、创作等活动，将更多的文化
大餐送到寻常百姓家。

“感谢乌兰牧骑把这么精彩
的节目送到社区，让我们和好演
员有一个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虽然我是外乡人，但是我很喜欢
这样的戏，非常感人，希望以后
这样的演出经常能到我们老百
姓中间。”土右旗萨拉齐镇团结
社区居民陈群说。

□本报记者 薛来

6月 17日，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乌兰牧骑组织开展“到人民中
间去——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牧骑月活动”主题文化惠民
演出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
红色文艺轻骑兵的职责使命，把
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得更深、更
远、更强。

夏日里的北疆绿浪翻腾，一

曲悠远深情的蒙古族长调蓦然响
起，穿透清风的吟唱、骏马的嘶
鸣，乌兰牧骑演员们以蓝天为幕
布、以大地为舞台，为广大群众带
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舞蹈《追风
的马》，歌曲《龙腾盛世唱赞歌》
《暖心》，相声《全能演员》，马头琴
齐奏《追风逐日》，原创歌曲《我的
河套亲》《沙漠上的月亮》，歌伴舞
《魅力磴口》等精彩的节目相继亮
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
声，现场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乌兰牧骑的演出为大家带
来了欢乐与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
和关怀，希望今后多多举办这样的
惠民演出。”市民王宇滨高兴地说。

据悉，本次乌兰牧骑月活动
为期1个月，磴口县乌兰牧骑将
全面落实好自治区乌兰牧骑

“学・创・演”工作方案的各项
任务，坚守初心使命、扎根生活
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切实履
行好各项职能任务，永远做草原
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本报记者 李新军

近日，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古尔河镇
东坤浅村的党群服务中心文体
活动广场，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
博得阵阵喝彩。

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独唱《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抒
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女群
舞《采集》瞬间点燃全场热情，

乌春《赞曲棍》生动展现了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曲棍球
文化，群舞《欢腾草原》将演出推
向高潮。

“每个节目都很精彩，贴近
生活，让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
共同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村
民万淑华说。

当天，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开展“到人民中间去——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
月活动”，隆重启动乌兰牧骑“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出万
村行”基层演出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乌兰牧骑将深入
乡镇、村屯、田间地头演出，弘扬
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优良传统，以
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
政策，传递党的声音。

“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会创作更多接地气、传
得开，贴合老百姓生活的作品。”
乌兰牧骑队员孟伟峰说。

演出服务万村行

□本报记者 李雪瑶

6 月 17 日，“到人民中间
去——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牧骑月活动”正式启动，赤峰市宁城
县乌兰牧骑同步在宁城县中京广
场为百姓送去精彩的专场演出。

演出在舞蹈《美丽草原我的
家》悠扬旋律中拉开序幕，歌曲
《草原请你来》《强军战歌》、器乐

《万马奔腾》、歌伴舞《各族儿女心
向党》等精彩的文艺节目相继上
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文艺盛
宴。乌兰牧骑队员们用真挚的情
感和精湛的演出，展现了草原儿
女同心向党建设北疆的豪迈情
怀，现场不断响起阵阵掌声。

“乌兰牧骑的表演非常专
业，也非常精彩，演出的节目形
式多样，真正把欢乐送到老百姓
的家门口，送进了群众心坎里。”

观众王玉龙说。
据宁城县乌兰牧骑队长齐晓

光介绍，在为期一个月的乌兰牧骑
月活动中，宁城县乌兰牧骑将以“到
人民中间去”为宗旨，继续发扬乌兰
牧骑优良传统，深入基层，走进乡
镇、社区、学校、军营等地，通过丰富
多彩的艺术形式，传递党的声音和
关怀，传承中华文脉，弘扬北疆文
化，为人民群众送去欢乐与文明，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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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队员在苏木山探乌兰牧骑队员在苏木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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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民族舞蹈。。

广场演出送欢乐向阳绽放 一路芬芳
□本报记者 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