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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讲述
绿色矿山建设的广
播连续剧《青苍的矿
山》在内蒙古广播电
视台各媒体端同期
播出。一场鄂尔多
斯人打响的矿山生
态修复战役在电波
中“上演”，矿山人保
证能源供应、保护绿
水青山的坚定信念
和执着付出感动着
这片土地。

重大主题鲜活
表达。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把内蒙古
建设成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是
立足全国发展大局
确立的战略定位，
也是内蒙古必须自
觉担负起的重大责
任。”这是总书记交
给内蒙古的任务，
也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着眼生态建设
这一时代课题，用

“广播剧”这一形式
呈现，作品选取故事
精当、剧情起伏冲突不断、人物特色鲜明、细节
刻画生动……有限的体量充满无限精彩。

剧情是以“魏记者”的自述展开，故事的
坐标是东胜区的准泰露天煤矿，“我”以采访者
的身份走进热火朝天的矿山，走近勤劳质朴的
矿工，“淘”到了矿山的故事，揭开了绿色矿山
的“前世今生”。故事艺术性地呈现这片古老
土地把绿色转型与环境污染防治相结合、矿山
生态修复能力提升与降低大宗固废有机结合、
生态修复与复植复垦相结合，实现“绿色矿山”
与“良田沃野”的鄂尔多斯创举。

多元文化质朴呈现。《青苍的矿山》发生地
在全国能源保供地——“暖城”鄂尔多斯。这
里多民族聚居，文化包容性强。剧中人物多用
西部方言，交流时自有一番韵味，有着鲜明的
地方特色。剧中两场开会的“群戏”，一场是东
胜区委召开矿山治理座谈会，另一场是准泰煤
矿的股东大会，这场戏中戏剧冲突不着痕迹却
火花四溅，语言设计功不可没。剧中党政干部
语言干脆精炼，体现出务实的作风；矿长们有
的说话一针见血，有的半虚半实；主人公徐振
刚对政策理解透彻，用乐观的话语鼓舞同行，
一个无私无畏、敢作敢当的管理者形象让人心
生敬佩；矿工代表们说话直截了当不含糊……
这些沾着泥土带着露珠、富有生活特点的语
言，让人物个性突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爬山调”剧中人物张口就来，家宴里包一顿鲜
羊肉饺子带入内蒙人特有的团圆氛围……厚
重的文化气息与传神的细节，丰富着现代题材
作品的艺术表达。

时代价值放声高歌。《青苍的矿山》故事展
开自然，人物塑造生动，宏大主题具体化，政策
宣传形象化，情节处理真实化，用3集、百分钟
的广播剧把“费时、费力、费钱”的矿山生态建
设这一时代主题精彩呈现出来。

《青苍的矿山》中所有的人物都是生动的、
亲切的、可爱的，这里有工友情、夫妻恩，更有
祖祖辈辈世代传承的对矿山深沉的爱。

主人公徐振刚和谭富宽是昔日的工友、后
来的煤矿合伙人，患难与共，却因为对矿山生
态恢复产生意见分歧一度要散伙。关键时刻，
徐振刚通过耐心细致的谈心，说服、打动了伙
伴，谭富宽由撤股到主动投入到矿山治理的火
热战斗中。剧中，一个个闪闪发光的人物焕发
出时代的光芒，体现着时代价值。

这部剧中，老一辈矿工代表——把生的希
望留给徒弟的谢师傅；一辈子没离开井下、死
于矽肺病的孟师傅，矿山是他们生存的依靠，
建设一个眷顾苍生、没有污染的绿色矿山是他
们不可企及的梦；徐振刚是新一代矿山人的代
表，他有理想、有胆识，面对困难不退缩，能主
动放弃利益投入到利国利民的矿山生态修复
行动中。他由一名“煤窑汉”，成长为现代化煤
矿的管理者、新时代绿色矿山的建设者，带领
大家改变昔日“晴时满天灰、雨天淌黑水”的矿
山，让“地下乌金翻涌、地上瓜果飘香”的美好
生活变成现实，让绿色矿山成为人人羡慕的

“诗与远方”。
《青苍的矿山》以声音元素聚焦矿山生态

恢复，用艺术作品诠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生动实践，讲述了内蒙古
各族儿女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和坚定
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的底气和豪气，
用优秀作品向新时代砥
砺前行的不息奋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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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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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诗剧《敕勒川》以北朝民歌《敕勒歌》为
灵感源泉，生动展现北疆地区浑浩苍茫、水草丰
美的壮阔自然风貌与丰富人文景观，深情回望
北疆历史，以舞蹈诗剧为表现形式，再现了岁月
长河里的风云变幻与历史沧桑，描绘了民族团
结与文化交融的辉煌画卷，传达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该剧在弘扬北疆文化的同
时，彰显了蒙古马精神的英勇无畏与顽强拼搏，
展现了北疆儿女历经风雨仍奋发向上的生命活
力与精神风貌。

诠释时代风貌的壮丽

舞蹈诗剧《敕勒川》结合现代舞与民族舞，
将巍峨的阴山、蜿蜒的黄河等自然景观通过丰
富多变的舞蹈语汇，抽象地刻画出来，把观众从
剧场推向辽阔无边的草原和壮丽的山河之间，
体味北疆特有的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一幕：千古寻缘。将游牧民族迁徙时的
气势恢弘、艰辛，通过演员富有张力的演绎表现
出来。舞步时而急促有力，如马蹄踏破草原的
节奏，在迁徙过程中传达出一种紧迫感和不屈
的精神；舞步时而轻盈飘逸，似蒲公英起舞在草
原上，表现出向往和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

第二幕：史中大爱。硝烟四起，女主角在面
临个人感情与家国情怀的天平上，表现出了博
大的胸怀，助力男主角在保卫家园的战斗道路
上披荆斩棘。在演绎恋人离别一幕时，细腻地
刻画出恋人之间的依依不舍与无奈，通过身体
的贴近与分离、眼神的交流与回避，深情演绎了
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些舞蹈片段就像一首
无言的诗，让人感受到为大家舍小家的奉献精
神。他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面对家国大义和
个人情感冲突时的选择与成全，触及了每一位
观众的灵魂深处。

第三幕:力蕴北疆。面对残酷的战争和疾
病的无情，母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在第三幕中升
华。观众透过演员所表达的舞蹈语汇，温柔的
抚摸、深情的拥抱，以及眼睛里流露出的无尽关
爱、担忧与焦灼，感受母亲用宽广的胸襟接纳包
容孩子的一切失意的用心良苦，通过演员们出
神入化的演绎，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淋漓尽致地
跃然舞台之上。

第四幕:川归黄河。演员们挥舞着黄色的
丝带，演绎着奋进前行的壮志豪情，他们互相
支持、披荆斩浪，勾勒出并肩作战的向上姿态，
以及患难与共的坚定信仰。作为黄河象征性
的道具，黄色的丝带引领观众穿越时空，置身
辽阔的历史长河，亲眼目睹母亲河——黄河之
浩瀚与美轮美奂，映射出北疆文明的起源、发
展及繁荣，彰显出黄河精神永续传承的温暖与

力量，感受黄河儿女迸发出的青春活力及无限
风采。

演绎北疆风情的活力

舞蹈诗剧《敕勒川》运用交响乐这一独具魅
力与深厚艺术张力的音乐瑰宝，通过悠扬舒畅、
激昂澎湃、悲壮低吟、庄重典雅等多种风格的音
乐，展现了史诗性的壮阔、悲剧性的深沉、英雄
性的豪迈、叙事性的细腻、描写性的生动、抒情
性的温婉以及风俗性的淳朴，既有对爱情的深

情咏叹，也有慷慨激昂、一往无前的壮志豪情。
犹如一位老者，缓缓揭开北疆尘封的历史篇章，
引领观众沉浸体验一场北疆历史的文化之旅。

作曲家独创性地将古老的民歌以交响曲
的形式重新演绎出来，并将其融入到舞蹈剧
中，将音乐、舞蹈、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烘
托出了一幅生动的敕勒川画面，使人在聆听中
沉思、在沉思中体会。曲中融入长调，让听者
仿佛穿梭于古老的时空隧道，深切感受中华民
族的精神内核。随着交响乐章的起伏，观众仿
佛伴随时间的长河穿梭，被北疆丰富的历史文
化、真挚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感染，心灵受到
深刻的洗礼。

展现文化交融的画卷

在舞蹈诗剧《敕勒川》中，千百年来的文化
传承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通过服饰道具展现
得淋漓尽致。北疆地区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
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都在服装、道具的
精心设计中捕捉和展现出来。既有带着游牧
生活印记的北疆传统服饰所特有的风情，又有
弓箭、皮毛兽衣的粗犷之美；有锋韧的铠甲和
刀枪，突出蒙古马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气概，
也有以白翎雀为设计灵感而传递出的灵动飘
逸、美轮美奂。这些服饰和道具成为人们了解
北疆文化的重要窗口，从中目睹北疆地区的历
史变迁与文化传承，近距离了解与感受北疆文
化，激发人们对祖国北疆这片神奇土地的喜爱
与无限向往。

赞颂民族团结的力量

舞蹈诗剧《敕勒川》聚焦守望相助、民族团
结的核心理念，从人文、历史、自然的多重视角，
将敕勒川草原辽阔、优美、多彩的民俗风情刻画
得入木三分，细腻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温馨场景，这种对民族团结的颂扬，与当前社会
对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该剧以
创新的舞蹈语言与音乐设计，巧妙地交织不同
民族的文化精髓，展现出北疆大地的和谐共
生。它不仅让观众沉醉于北疆的独特韵味，更
引领观众深刻体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广博
精微。

舞蹈诗剧《敕勒川》把内蒙古人民的精神风
貌与时代意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漫长历史进
程中，折射出中华民族矢志不渝、不断追求的梦
想。舞蹈诗剧中，蒙古马精神在北疆儿女的身
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
于挑战、并肩而上的共存与共生精神，展现出中
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有魅力，促使着不同民族
间相互理解与认同。

1964年 2月 9日，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
荣与暴风雪搏斗20多个小时，舍身保护集体羊
群，谱写了一曲响彻中华大地的少年英雄赞
歌。一个昼夜的风雪鏖战，一段令人揪心的壮
烈坚守，成为新中国英雄谱中永恒的记忆。

一部英雄姐妹史，几代赤子风雪情。60年
来，展现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动画
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及其主题歌《草原赞歌》、
连环画《草原红花》、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
妹》等经典作品璀璨夺目，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心灵和情
愫。近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包
头市重点文艺精品项目”作品《本色——草原英
雄小姐妹人生纪实》，就是这一题材的最新创作
成果。年逾古稀的老作家巴·那顺乌日图历时
3年，采访创作、修改完善，终成佳作。

一、本书凸显五个新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
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
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
人的篇章。”这部作品共八章二十七节，作为践
行这一指示精神和思想的力作，首次全面讲述
了英雄小姐妹从小至今65年的传奇历程、苦乐
人生，新亮点和新贡献非常显著。

丰富再现了英雄事迹的史实。本书以全景
式的描述方法，再现了11岁的龙梅、9岁的玉荣
当年为保护集体羊群英勇奔波70里路程，与暴
风雪搏斗一个昼夜的壮烈事迹；丰富了姐妹俩
护卫羊群、乡亲们寻找小姐妹等更多的历史情
节；细致讲述了救治过程、梳理了不同阶段参与
抢救的众多“幕后功臣”，如牧民哈斯朝禄和他
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大队书记、队长和蒙汉牧
民，铁路职工，白云矿区领导，医护人员等；追忆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小姐妹的关心和激励之
情，还配发了许多首次公开的史实照片。这是
历史记忆的再还原，是英雄史实的清晰铭刻。

细致记录了英雄成长的历程。书中采取板
块交织的历时性叙事技巧，讲述了姐妹俩从小
就受到的扎根心底的红色文化和雷锋、黄继光
等英雄精神的滋养、父母的严格要求，揭示了关
键时刻把集体羊群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根
本缘由；记录了姐妹俩从上学到工作的学习成
长历程，以及不同的岗位经历，采访挖掘出龙梅
与牧民打成一片、积极为包头东河区招商引资，
玉荣刻苦读大学、负责筹建全区 12盟市残联、
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推进民族团结、帮助残疾女

作家秦丽等众多新鲜事迹。英雄成长历程与完
整人生的动人新展现，是对这一红色资源宝库
积淀的重要贡献。

挖掘展现出英雄的时代之光。时空倒叙和
共时性的逻辑推进，是本书的重要特征。第一
章“永不凋谢的英雄之花”，呈现了小姐妹走遍
雷锋故乡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等全国各地，担任
多所学校辅导员，参与公益活动，辛勤播撒爱之
光芒的事迹，还讲述了小姐妹与加拿大老奶奶
的感人通信；第四章“无悔的青春年华”，记述了
小姐妹走进学校再学习、到军队和牧区锻炼成
长、为残疾人事业倾情付出等历程和事迹；第七
章“奋进的中年时代”，介绍了姐妹俩担任领导
干部后始终坚持勤政务实的风采；第八章“薪火
相传”描述了步入“夕阳红”的“龙梅、玉荣奶奶”
初心不改热心公益事业的情怀。这是英雄时代
内涵与精神的新充实、新描述，更是英雄时代之
光的再延续。

倾情捧出了英雄的爱情花朵。
第五章“爱在时光里流转”，描述了
如同学和邻家女孩似的龙梅、玉荣
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细腻温柔、浓情
厚意，令人动容。展示了她们恋爱
期间彼此的通信内容，真挚、纯洁、
热烈、感人。这是英雄的凡人爱情，

这是凡人爱情的英雄花朵。
动情讲述了英雄的亲情故事。第六章“亲

情与思乡之情”，讲述了小姐妹的父母情、兄弟
姐妹情、子女情、亲戚情、家乡情、与儿时好友努
力玛的伙伴情等。有血有肉，丰满了英雄小姐
妹和普通女性小姐妹交织在一起的鲜活的立体
形象。尤其是父亲病重时对姐妹俩说出的心里
话:“我很爱你们, 我早就想说这句话, 但是一
直没有说出来。”“你们是国家的人,不要为我耽
误时间和精力。”字字浓情，令人动容。

二、带给我们三个关于英雄内蕴的新哲思

英雄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荣誉和称号。
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迹”虽然仅发生在一个昼
夜之间，但真正成为“永不凋谢的英雄之花”，并
不是一次荣誉就一劳永逸，而是倾尽了一生的
努力。书中的主角、英雄的姐妹，是“100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至
今健在始终发光发热的英雄，堪称
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活着的英雄榜
样。她们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
言：“只要能走得动, 我俩就会继续
发挥余热。”加拿大老奶奶迪妮·维
伯写给小姐妹的信中这样动情地

说：“你们现在仍在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工作, 我
向你们表示敬意。在这个地球的另一端, 你们
儿时的英雄事迹仍然备受崇拜。”

英雄是国家与民族精神之光的赓续传扬。
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彰显、凝聚力的形成，是千百
年、千万个英雄精神合力的光芒。从书中了解
到：广东“草原爱心大使”张宇航与内蒙古结缘、
组建广东草原爱心助学团队，就受到了草原英
雄小姐妹事迹的影响。而小姐妹从小就沐浴到
了雷锋精神的感召，曾是当年享誉全国的年龄
最小的学雷锋标兵。这让我们真切看到、领悟
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之光的传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脉络
的代代赓续传扬。

最令人感动的是，英雄小姐妹无论何时都
微笑着面对人生、一生阳光灿烂的人生态度和
情怀。笔者发现，书中姐妹俩惟一一张没有笑
容的照片，是获救一个月后的 3月 12日，医院
要送她俩回呼市治疗，姐妹俩不愿离开抢救他
们的亲如家人的医护人员，难过地问：“我们病
都治好了, 为啥还要去别的地方?”在场的人
被感动得泪流不止。

书中还首次刊出龙梅、玉荣在北京积水潭
医院的照片，玉荣刚装上新假肢，国内外医护人
员侧立两旁，小姐妹手拉手站立中间，面带平和
幸福的微笑向着前方凝望，仿佛是上天派到人
间的天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时空之中。

三、汲取英雄力量，传扬“国之大者”创作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一切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
都要发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
力量”英雄是历史耀眼的闪光，也是时代品格的
彰显。本书作者和无数前辈作家、艺术家，也是
这样怀抱英雄情结、书写时代品格的榜样。他
们或已辞世，但精品永在；或已年逾古稀，却依
旧用优秀的作品绽放着光芒。

本书作者那顺谦虚地说：“我就是一个写作
的运动员。”我觉得，前辈文艺家们就像一匹匹
文艺运动场上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蒙古马，不
曾犹豫、不曾停歇。其实，他们和英雄小姐妹把
截肢的痛苦留给自己、把精神的光芒献给世界
一样，把爽朗的笑声、正能量的作品留给了国家
和人民，把创作中遇到的艰难与愁苦，埋进自己
的心里，这是同草原英雄小姐妹一脉相承的中
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与品格。

祝愿英雄不老，事迹长存，精神长青！

一部英雄姐妹史一部英雄姐妹史，，几代赤子风雪情几代赤子风雪情
———读—读《《本色本色———草—草原原英雄小姐妹人生纪实英雄小姐妹人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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