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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5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一面旗帜的红色记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 倩

再迈国际化步伐
兴业银行与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战略签约

11月13日，兴业银行与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在福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合作机
制，双方就开展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创新产品合作、共享全球不同市场间的实践经验和客
户资源、推进兴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自2006年在国内首家开展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以来，
兴业银行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在国内首推碳金融综合服务、首发低碳信用卡、首发绿色
金融债等，在绿色金融领域创造了多项第一。深耕绿色金融12年，兴业银行探索走出了一
条“寓义于利，由绿到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截至2018年10月末，已累计为16553家企业提
供绿色金融融资16688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达8159亿元。

作为欧洲最大的债券交易所和欧洲最大的人民币债券交易市场，卢森堡证券交易所
也是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曾发行世界首单绿色债券，还上线了目前世界上唯一
一个专门服务绿色证券的“绿色交易平台”。

小屏幕 大宣传 准旗交管大队
利用酒店电子屏开展交通安全提示

为深入推进百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为122全国交通安全日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准
旗交管大队积极协调镇区酒店，充分其利用户外电子显示屏醒目、覆盖面大的宣传优势，
通过不间断的播放交通安全提示语，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工作，大范围的提
醒辖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行车过程中要文明参与交通，守法平安出行。

“驾车系好安全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句句简捷、入心的宣传标语，形
成铺天盖地的宣传阵势，让交通安全知识随时映入交通参者的眼帘，从而自觉养成遵守
交通法规的好习惯。 （刘 江）

13年坚韧执着，13年风雨兼程，13年来她始终奋斗在业务一线，从未停歇，带着心中的
爱与责任打动了800多位客户，成为行业的“全明星”。13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倾注给
了热爱的保险事业，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幸福生活的保障，她就是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
司呼和浩特中支广明部张美平总监。

“为客户提供幸福生活的保障”是新华保险的首要使命，也是张美平的责任使命。每
当客户投保、续保的时候，她吃不香睡不好，满脑子都在想如何为客户设计最好的方案；
每当公司推出新增的优惠服务，她肯定第一个把服务精准地推荐给急需的客户；每当客
户有理赔需求，她和她的团队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帮客户解决各种问题。正是张美平以客
户为本的理念，不仅让她收获了客户的好口碑，也收获了业界的众多荣誉。

张美平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先行者，勇于创新的排头兵，她在感恩客户的同时，也不忘
感谢团队每一个人的辛勤付出。在成就自
己的同时，把爱心送给每一个人，让更多
的人拥有保障。 文/翟桂龙

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呼和浩特中支广明部张美平总监：
13年的执着与坚持，源于一份热爱和责任！

近日，情景歌舞《草原
上的乌兰牧骑》在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为
观众送上一台符合现代观
众审美的充满故事性、舞台
观赏性的节目。

常演常新

“最难的阶段是创作的
时候，究竟拿出一台什么样
的节目能符合现代观众的
口味，既不能是主持人报
幕、接着歌舞表演的老样
子，也不能没有乌兰牧骑的
样子。”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团
长那顺说。

据那顺介绍，《草原上
的乌兰牧骑》由2015年开始
打造，集合了全区各地老乌
兰牧骑队员的集体智慧。

“大伙儿写本子、给素材、提
意见，打仗、吵架，经过11次
的改本，最终确定以讲述人
翻看乌兰牧骑老照片的形
式把60年来全区乌兰牧骑
获过奖的、耳熟能详的优秀
节目编排在一起。”那顺说。

2015年的进京汇报演
出引起轰动，为参加2016年
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艺汇演”，《草原上的乌兰牧
骑》创作团队对节目进行了
重新编排，并最终获得汇演
剧目金奖。

“今晚演出的这台晚会

便是重新编排后的这个版
本，演出分三个篇章，除了
第一篇章‘红色记忆’表演
的是经典老节目外，第二、
第三篇章都是新创节目。”
那顺说，“而且台词上增加
了总书记回信的内容。”

那顺称这台晚会是常
演常新的节目。“我们这台
节目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
130多场，有些道具都磨损
严重，不能再使用。我们晚
会节目编排灵活，每到一个
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情况作
些小改动，增添些跟当地有
关的小节目。”那顺说。

8月19日晚，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
曾带着这台晚会来到北京
航天城进行慰问演出，演出
中，便增添了《苍天般的阿
拉善》《边关情》以及军旅歌
曲、表现军民情谊的节目，
拉近了内蒙古与航天人的
距离。

一专多能

那顺说：“演出突出民
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乌兰牧
骑特色，乌兰牧骑特色是什
么？乌兰牧骑精神是什么？
演出自然而然地会给出答
案。”

“我们是文化轻骑队，
走遍牧区和农村，展览图片
搞收听，唱歌跳舞演幻灯，

演幻灯。啊嗬咿，又辅导，又
宣传，一颗红心为人民，穿
过那沙漠跨草原，遍地洒下
红色种……”

伴随着《我们是文化轻
骑队》歌声的响起，舞台上
展现出老乌兰牧骑队员们
来到农村牧区的情景，套
马、挤奶、理发、架设蒙古包
……

正如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人
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一
首永远动听的草原牧歌》中
所说，乌兰牧骑继承延安文
艺宣传队和革命战争年代
内蒙古文工团短小精干、队
员一专多能的特点……既
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队、
播种队，也是农牧民生产生
活的服务队。

“我是一个50后，感觉
被演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又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牧
区看乌兰牧骑演出的情景!
太感人了!”一位被演出感
动落泪的老年观众激动地
说。

《挤奶舞》《顶碗舞》《熟
皮舞》，一曲曲舞蹈将观众
带入大草原，带入火热的牧
区生产生活实践中。那顺
说：“乌兰牧骑创作的很多
舞蹈、歌曲都是从农牧区生
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把最普通的劳动提炼成艺
术语言就是乌兰牧骑的创

作方向。”
那顺在演出中既是讲

述人，又要唱歌、表演好来
宝。那顺在剧中扮演乌兰牧
骑队长，“他”把老额吉哼唱
的古老的鄂尔多斯宫廷乐
《古如歌》创作出新的《祖母
的歌》，唱给老额吉听：古
如古如古如古如歌，那是一
支汗廷的歌，歌声里有骏
马，歌声里有白驼，古如歌
里唱着，长出一条生命的河
……

“乌兰牧骑不但要演
出，还有整理民间艺术、传
承发展民族文化的任务。”
那顺说。

演出的另一位讲述人
娜哈雅，在剧中扮演在跟随
乌兰牧骑下乡演出、采风的
大学毕业生。她除了有独唱
《勒勒车》外，还在好来宝表
演中演奏起了陶布秀尔（蒙
古族独有传统乐器）。

娜哈雅是乌兰牧骑一
专多能型人才和重点培养
业务骨干。在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担任
独唱、扬琴演奏与打击乐演
奏，是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
舞台剧编创艺术人才戏剧
导演班优秀学员，发表话剧
小品《有种爱》。

付诸行动

剧中的娜哈雅最后从
奶奶手中接下乌兰牧骑队
旗，主动要求参加考核，要
成为一名光荣的乌兰牧骑
队员。“队长”激动地说：“总
书记的回信既是我们前进
的动力，也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乌兰牧骑的旗帜将永远
鲜亮，我们将永远做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总书记回信后，我们
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就组
织人员下乡演出，年后3月
份，又组织了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创作中心的15名创
作人员去基层采风，编排出
了一台表现十八大以来农
村牧区变化的晚会《金色的
摇篮》，晚会的21个节目全
是新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
作品。”那顺说，“这台晚会
将于春节前后与观众见面，
也将参加第八届全区乌兰
牧骑艺术节汇演。”

那顺说：“通常乌兰牧
骑的表演以民族歌舞为主，
但我们在采风中发现，小戏
小品在农牧民中特别受欢
迎，它贴近生活、贴近观众，
将来我们会加强小戏小品
的创作。”

“创作人员不能缺，创
作是第一生命力。”那顺说，

总书记回信一年来，乌兰牧
骑有了新的变化，针对创作
人员的培训多了起来，那顺
希望这种培训长期做下去，
让乌兰牧骑后继有人。“我
们团一年来参加了从中央
到地方组织的五六次培训，
都是针对创作人员的，有导
演班、作曲班、小戏小品班
等。像娜哈雅，她参加了导
演班的培训，她现在能自己
写、自己导、自己演。”

通过培训，那顺明显感
受到队员们的进步。在9月
份的全区第一届乌兰牧骑
新人新作比赛中，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
艺术团报送的5个节目全部
获得一等奖。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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