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
员们的回信，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
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乌兰牧骑是
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重申了“红色
文艺轻骑兵”的历史定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成长进
步的高度重视，对内蒙古文艺事业
繁荣发展的殷切希望，对内蒙古各
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是让2500多万

各族草原儿女欢欣鼓舞
的一件大事。

乌兰牧骑诞生于内乌兰牧骑诞生于内
蒙古大草原蒙古大草原，，熔铸着革命熔铸着革命
文化的红色基因文化的红色基因，，传承着传承着
民族文化的深沉血脉民族文化的深沉血脉。。一一
方面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乌我们要大力弘扬乌
兰牧骑的优良传统兰牧骑的优良传统，，系统系统
总结乌兰牧骑总结乌兰牧骑6060年来成年来成

长进步的经验长进步的经验，，深入挖掘乌兰牧骑深入挖掘乌兰牧骑
6060年经久不衰的年经久不衰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对乌对乌
兰牧骑优良传统和精神作出符合新兰牧骑优良传统和精神作出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理论概括时代要求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要
着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着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研究拓展研究拓展
乌兰牧骑乌兰牧骑““演出演出、、宣传宣传、、辅导辅导、、服务服务””
的新内容和新途径的新内容和新途径，，研究促进新时研究促进新时
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
举措举措。。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各
级乌兰牧骑正在深入学习、深情领

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既看到荣誉，更看
到鞭策。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大力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着力加强新时
代乌兰牧骑工作，让乌兰牧骑这面旗帜高高
飘扬、永不褪色。

永葆“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本色，为广大
群众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在新时代，乌兰
牧骑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必须大力彰显红色基因的深厚底蕴、时代
价值和文化自信。一是要把旗帜鲜明讲政
治摆在首位，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情领
会总书记对乌兰牧骑的真挚情感，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二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
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宗旨不变。三是要把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创作编排
一批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风貌的文艺节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演
出，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内蒙古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始终坚持“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

众”，把更多的欢乐和文明带给广大群众。
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
要人民”。学习好贯彻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最具体、最实在、最有效的行动，就是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把
欢乐和文明带给各族干部群众。一是要始终
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广大乌兰牧骑
队员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怀着
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去演出、去宣传、去辅导、
去服务，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群众，始终与
广大群众保持鱼水深情。二是要走到人民中
间去。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天职，把是否
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作为衡量乌兰牧骑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效的根本标准，
深入到农村牧区、城镇社区、机关单位、企业
学校、军营警营，深入到边远地区、边境旗
县，做到哪里有人民、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
乌兰牧骑的旗帜高高飘扬。三是要始终坚持

“队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
样、装备轻便灵活”。各级乌兰牧骑要始终坚
持短小精悍、深入基层、艰苦奋斗的建队方
针，坚持“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与群众
面对面、心贴心地开展文化惠民演出和服务
活动。

自觉担当“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
使命，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

的优秀作品。乌兰牧骑作为全国文艺战线的
一面旗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自觉肩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
使命。一是要大力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要把
创作现实题材作品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拿出“十年磨一剑”的
艺术定力，把视角对准新时代人民群众火热
的生活，对准“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伟大实践，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不断推出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二是要大力传承弘扬优秀民族
文化。要坚持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坚持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原生态民间艺术中传承借鉴，把民族
民间艺术同农牧区现实生活相结合，创作
推出更多具有鲜明地域特点、浓郁民族特
色、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民族文艺精品，带
动乌兰牧骑的品牌建设。三是要大力推动文
艺创新，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树立“无日不趋新”的执着追求，切实增强文
艺原创力，大力推进题材创新、手段创新、风
格创新、流派创新，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
素相辉映，不断培育接地气、扬正气、有朝气
的文艺精神，创作更多有正能量、有感染力，
各族群众喜闻乐见，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
智的艺术精品。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 白玉刚

11月22日，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
第二天,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演员
们带上精排的节目，冒着凛冽寒风，踏着皑
皑白雪，又一次行进在下乡演出的路上。

在草原上辗转跋涉两个小时，乌兰牧骑
演出队的大巴车终于停在了额仁淖尔苏木阿
尔善图嘎查党员中心户恩和特木尔家。演员
们早已穿戴好演出服装，带着马头琴、三弦、
笛子，从这里开始新一轮下牧区的巡回演出。
屋外，茫茫草原漆黑一片，已是零下二十多摄
氏度的严寒。屋内，演员满怀激情地演，牧民
全神贯注地看，炉中的火苗呼呼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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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特右旗面积22300平方公里，牧
民近900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旗
里只有几个民间艺人，为谋生计到王府为
王爷、贵族们卖艺，寻常百姓基本没有什么
文化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各地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纷纷建立起文化馆。草原地广人稀，文
化馆并不太适合农牧区，因此，内蒙古自治
区有了一个丰富牧区牧民文化生活的构
想。1957年，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
旗正式成立。

“国家刚刚成立第一支乌兰牧骑时，我
们这里是当时的试点。那会儿我们的乌兰
牧骑只有九个人、两辆马车，演出装备就只
有一些简单的乐器和道具，还有就是一直
伴随着我们的队旗了。”第一代乌兰牧骑队
员伊兰老人回忆说：“那会儿，我们赶着马
车到牧区各处演出，夏天头顶上是炎炎烈
日，冬天马车被厚厚的积雪挡住去路，现在
想想真是辛苦，可是那时并不觉得。我们
9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专多能，一想到能为
基层群众演出，心里就特别激动。”

蒙古语意为“红色嫩芽”的乌兰牧骑
就这样在草原上生根发芽。今年，由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创作的讲述第一代乌兰
牧骑创业历程的蒙古剧在全区巡演，剧名
是《生命之树》。

“如今的乌兰牧骑，已经延伸为‘演出、
宣传、辅导、服务’四项功能”，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队长孟克满怀激动，“今后，我们将更
加自信地做好本职工作，扎根牧区，面向基
层，努力做好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60年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紧抓基
层文化发展机遇，分成小组下沉到牧民中
间。群众生产闲暇时，为他们表演精彩的

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政策、科技知识。同
时，他们利用各苏木镇、嘎查每年举办那达
慕、文化节等有利时机，辅导节目，帮助基
层文化站组织牧民自己的演出。为了让更
多人感受到乌兰牧骑文化的魅力，演出队
还走进各驻地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中
小学校、社区进行业务辅导，并在各类活动
中无偿提供设备、服装、乐器等。乌兰牧骑
的队员们平均每年深入农牧区演出百余
场，行程2万多公里。

从第一代的9人发展到如今的47人，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大家庭的温暖也更加
强烈。“记得有一次去边境嘎查演出，返程
时车坏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全
车30多名队员没有丝毫怨言，老队员们让
我们新队员先走，留下七八个人看着演出
车。最后，几名老队员步行20多里地才回
家。”年轻一代队员黄小云以此为骄傲，“乌
兰牧骑的精神在滋润着我们成长。这支红
色文艺轻骑兵既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又情
系人民、紧跟时代”。

当队里有人提议给习近平总书记写封
信时，黄小云立即响应。很快，参与写信的
队员达到16人。他们只想跟总书记倾诉
乌兰牧骑的成长进步，同时表达对事业的
热爱、对人民的深情。没想到，习总书记很
快回信。当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第一
时间赶来苏尼特右旗传达总书记回信时，
许多队员的眼睛湿润了。

天作幕，地为台

第一面乌兰牧骑的旗帜在苏尼特右旗
飘扬起来，紧随其后的翁牛特旗乌兰牧骑、
正蓝旗乌兰牧骑、镶黄旗乌兰牧骑等相继
建队。“乌兰牧骑如雨后春笋般在草原上生
长起来。目前全区乌兰牧骑已经达到75支，
每年深入基层活动4个月以上，演出7000
余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佟国清告
诉记者：“作为内蒙古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牧骑是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排头
兵，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
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文艺先锋。”

乌兰牧骑巡回在农村牧区，给农牧民
送歌献舞，为农牧民进行多种服务。他们
经常骑马、骑骆驼或坐小胶轮车，长时间奔
波在路上。有时冒着酷暑，有时顶着风沙，
徒步跋涉在浩瀚的沙漠里，行走在辽阔的
草原上。一到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或平坦

的草地，他们立即开始化妆，一天演出两场
已是家常便饭。露天演出时，难免会遇到
刮风、下雨、飘雪，但乌兰牧骑有一句响亮
的口号：“观众不走，演出不停！”

“无论是定居点还是放牧点，只要有一
个牧民，我们就去演出。乌兰牧骑有一句
口号：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农牧
民。”今年58岁的那顺，是我国著名的男中
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内蒙古民族
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团长。他
说：“我们乌兰牧骑队员不光会演出，还会
种地、挤奶、为农牧民修理家用电器等，乌
兰牧骑还在演员中专门配备了为农牧民看
病的赤脚医生。演员住在农牧民家中，晚
上演出，白天帮他们干活。”

60 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没有电，没
有路，没有交通工具。演出时，没有舞台，
没有布景，没有音响。“但我们都有一颗火
热的心。”乌兰牧骑老一代艺术家金花把

“乌兰牧骑”这四个字当作青春记忆：“我至
今清晰记得，一次在冰天雪地里演出，观众
有的披着毛毯，有的裹着棉被，而我们演员
只穿一件蒙古单袍。一个多小时的演出，
我们个个冻得牙齿打颤。演完了牧民把我
们接到家里，为我们捧上热乎乎的奶茶。
一开始，双手抖得碗都拿不住。”

夏天，草原上的蚊虫成为新考验。当
时，乌审旗乌兰牧骑发明了一个“土电
灯”——把一碗大颗粒盐包在棉花里，用铁
丝紧紧缠绕，在柴油里浸泡，随时再蘸，一
举解决了晚上演出的照明问题。可问题随
之而来：演员正在唱歌，蚊虫直飞嘴里。浓
烟滚滚的柴油灯，使化好的妆一塌糊涂。
演出结束时，演员们比较谁吐的虫子多、谁
更像“熊猫”，一时分不清是哭是笑，是汗水
还是泪水。

“当年乌兰牧骑的女队员更是艰难，遇
到紧急演出任务，即使生产不久也得登
台。”金花回忆，她也曾抱着出生50多天的
婴儿下牧区演出，把婴儿放在后台的服装
箱子上。“那个年代，乌兰牧骑和牧民亲如
一家人。看节目的年轻妈妈听见孩子哭
声，走过来轻轻抱起孩子喂奶，演出结束后
再把怀里熟睡的孩子给你送过来。”

植根大地歌不老

11月28日，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主题采访活动内蒙古启动仪式上，武川县乌
兰牧骑前来“热场”。天寒地冻，附近的老乡

们还是三五成群，向舞台络绎赶来。
“这种形式你们外地人乍一看还未必能

懂，叫‘二人台呱嘴’，当地老乡却很喜欢。”
武川县乌兰牧骑队长田苗旺告诉记者：“这
段呱嘴《老党员学习十九大》和爬山调对唱

《十九大精神暖人心》、音乐快板《喜看老区
这五年》都是新近创作的节目。”

武川县乌兰牧骑成立较晚。和各地乌
兰牧骑一样，既能传承保护小戏小品种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能在重大节点完成宣
传任务。既创作老乡喜闻乐见的小节目、
短节目、互动节目，还新编了历史剧《青山
儿女》。这部爬山调革命历史剧，不仅荣获
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还于 10 月 29 日
进京进行了汇报演出。

13岁就进入乌兰牧骑，是后来调入中
央民族歌舞团的蒙古长调老艺术家拉苏荣

“一生的骄傲”。为服务观众，年轻的拉苏
荣苦学汉语，在牧区用蒙语演唱，在农区用
汉语演唱，甚至连二人台、山西梆子都唱
过。“为什么《顶碗舞》《乳香飘》《鄂尔多斯
婚礼》等上百个艺术精品广为流传？为什
么能涌现出牧兰、金花、德德玛等一大批德
艺双馨的艺术家？”拉苏荣朗声自答：“就是
人民在乌兰牧骑心中的位置！”

鄂托克旗乌兰牧骑感同身受。作为鄂
尔多斯第一支乌兰牧骑，他们每年在基层
为农牧民演出的时间均在7个月以上。他
们创作演出的歌舞《鄂尔多斯婚礼》，成为
全鄂尔多斯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曾先后
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国内28个省区市访
问演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和热情赞扬。今年，在乌兰牧骑60周年
暨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
上，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在艺术节文艺汇演
中获得团体金奖的最高荣誉，其中，《我的
鄂尔多斯，美丽富饶的圣地》荣获创作一
等奖。

接地气才能“带露珠”。在鄂托克旗乌
兰牧骑的引领下，鄂尔多斯高原的文艺创
作异常活跃，浸润着农牧民的文化生活。
60年来，鄂尔多斯各旗县乌兰牧骑参加内
蒙古自治区、全国以及国际性的文化艺术
活动，共获得市级以上奖550项。

60年来，乌兰牧骑足迹遍布内蒙古农
村牧区，累计行程130多万公里，为农牧民
和各族群众演出服务36万多场次，各民族观
众达2.6亿多人次。相继创作的13000多个
节目，其中2000多个节目在盟市和自治区
获奖，130多个节目在全国获奖，创造了内蒙
古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乌 兰 牧 骑 的 故 事
□ 陈 力

坚持“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地开展文化

惠民演出和服务活动

☞ 蒙古语意为“红色嫩芽”的乌兰牧骑在草原上生根发芽。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既艰苦奋斗、甘于奉

献，又情系人民、紧跟时代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在旗文化中心排

练民乐合奏。 邓 华摄

2011 年7月18日，在“元上都旅游文化节”上，
正蓝旗乌兰牧骑的演员为观众表演舞蹈。

任军川摄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在桑宝拉格苏木额

尔登塔拉嘎查为牧民表演文艺节目。邓 华摄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演员向观众展示早期
乌兰牧骑演员乘马车下乡演出的场景。任军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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