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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演员接受采访乌兰牧骑演员接受采访

敖德巴拉接受采访敖德巴拉接受采访

石榴花开内蒙古 籽籽同心话团结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文化会客厅”送来幸福感

“来来来，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一二三四……”9月

14日，在兴安盟乌兰牧骑宫群众艺术馆排练厅里，61岁的高

娃正带领健身队的队员们排练舞蹈《赞歌》。这支舞蹈是他们

为参加盟里即将举办的一个老年舞蹈活动特意准备的，所以

大家都练习得格外认真。

作为领舞的高娃也是健身队队长，她退休后自发组织了一

个75人的群众艺术团体，队员平均年龄58岁，都是退休职工，大

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在一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愉悦身心。

2017年，乌兰牧骑宫正式投入使用，兴安盟群众艺术馆

作为乌兰牧骑宫的入驻单位之一，这里的排练厅群众艺术团

体可以免费使用，这下可把高娃高兴坏了。每天上午，她都会

带队员在乌兰牧骑宫专业的排练厅里练上两个小时，在这

里，大家收获了满满的健康、快乐和友谊。

“兴安盟群众艺术馆登记在册的有20支群众文化艺术团

体，600多人，涵盖老年合唱团、老年舞蹈团、广场舞团等。”乌

兰牧骑宫文化中心副主任包双柱告诉记者，分配使用的几间

排练厅利用率极高，老年艺术团、少儿艺术团，社会文化普及

教育、社区文化辅导、群众广场舞培训等团体，都能够充分利

用资源共享理念，合理调配时段，最大化发挥乌兰牧骑宫各种

形制排练厅使用功能，让更多社会群众享受到政府资源的利

好性。乌兰牧骑宫不但可以给各团体提供较好的排练环境，还

为他们安排专业的乌兰牧骑队员指导，以丰富各族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

跟随包双柱的脚步，记者一行又来到乌兰牧骑宫兴安盟

乌兰牧骑歌舞团。乌兰牧骑老队员额尔敦告诉记者，虽然排练

厅的环境变化翻天覆地，但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真心却是一

点没变。和额尔敦一样，一些乌兰牧骑的老队员如今仍冲在一

线，送演出和艺术辅导到村口、到学校、到部队……

兴安盟乌兰牧骑团长兰金会告诉记者，随着各族群众文

化需求的不断升级，兴安盟乌兰牧骑以服务各族人民群众为

出发点，每年要下乡演出上百场。同时，努力推进全盟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走到人民中间，下乡为民送

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唱响民族团结”等主题惠民

演出场次达72场，观众数达到33420人。

“一专多能，为民服务”，乌兰牧骑宫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发

挥着“乌兰牧骑”的作用。乌兰牧骑宫内设大剧院、音乐厅、多功

能厅、展厅、国际电影城等，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演出、观影、文化

活动的基础上，由托管公司负责适当引进国际、国内大型演出。

不仅是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还是针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文化、艺术教育的教育平台，同时

又是兴安盟经济与文化的结晶，是兴安盟的“文化会客厅”。

“培根铸魂”从娃娃抓起

唐诗宋词、四大发明、笔墨纸砚……9月14日，走进乌兰

浩特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诚明国学

幼儿园，园内墙面、走廊、教室等各处无不充满了国学气息。

“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还要学会关心呵护别人，拉着小朋友

的手，互相扶持，一起走，怀着一颗团结友爱的心，人生道路才会

越走越宽广，走得更正，走得更远！”今年4岁的王迦妤是该幼儿

园昭明班的一位同学，她当天身穿汉服，当起了“小导游”，认真

给记者讲述着幼儿园小朋友的“相处之道”，还向记者展示了她

的石榴籽画作。昭明班共有15名小朋友，平均年龄5岁，和王迦

妤一样，小小年纪的他们就懂得“兄道友、弟道恭”。

据诚明国学幼儿园创办人赵晓亮介绍，幼儿园自2020

年开办以来，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自觉将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走

出了一条以传统文化为根，以民族团结进步为魂的特色办园

之路。幼儿园共设“德育课”、“礼仪课”、“诵读课”、“国画课”、

“武术课”5个特色课程，根据幼儿的认知特点，在园内引导教

育幼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将民族团结根植于幼儿心中。

伊敏河畔的“隐形”煤电基地

“有矿不见矿，矿在美中藏，有煤不见煤，满眼全是绿！”9

月16日，活动走进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煤电基地，伊敏

煤电党建部副主任王猛一边带记者走向伊敏煤电“753展览

馆”，一边满是自豪地介绍着。

站在展览馆三楼的观景台向远处眺望，煤电基地的全景

尽收眼底，正如王猛所言，满眼的绿草红花，却不见露天煤矿

的踪影，电厂更是化身美景的一部分，映衬着蓝天白云，勾勒

出一幅美丽的图景。

“草原深处的伊敏河畔以前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草地，

1976年开始，经过几代开发建设者的努力和奉献，这里建起

一座大型现代化煤电基地，成为全国第一家煤电一体化大型企

业。如今公司拥有职工3522人，资产178.18亿，年产值超过59

亿。”王猛带记者走进展览馆，指着艰苦创业展台内陈设的狗皮

帽子、马灯、毡嘎达靴等老一辈创业者使用过的物件，向记者讲

述着伊敏煤电基地建设的故事，“以

前这里根本没有路，是一片茫茫草

原，特别容易迷路，出门上班前必须

在家的方向挂起一盏马灯，晚上下班

了向亮光的方向走才能找到家。”作

为“矿二代”的王猛，从小就看着父亲

为煤电基地建设的辛苦付出，所以他

对煤电基地的情况十分了解。在煤电

基地工作了20多年的王猛总是开玩

笑说“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但玩笑

归玩笑，王猛对煤电基地的感情特别

深厚。

随后，王猛又带记者来到露天煤

矿观景台，观景台周围开满了格桑花，

登上观景台，露天煤矿的繁忙景象才

呈现在眼前。

作为全国第一家“煤电联营”试点，伊敏煤电利用煤电一

体化特殊的生产工艺，创造性地实现了煤、电、水、灰、土的循

环利用，开创了我国循环经济的新模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

成本，节约了资源。

自成立起，伊敏煤电就坚持走“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

发”的道路，进入新时期更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记在心中、扛在肩上、融在日常。伊敏露天矿在腐殖土回

收、地下水恢复、放坡覆土、增施有机肥、种植耐旱植被等方

面做到了珍惜资源、尊重自然、因地制宜，达到了矿区和谐、

恢复景观、融入自然。

截至 2020 年末，伊敏煤电累计完成绿化面积 1292.8 公

顷，可复垦区域复垦率100%。今年以来，伊敏煤电以建设伊

敏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为契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修复中超越原生态系统功能”等原则，依托原生草原

本底，融合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力争打造全国矿山生

态修复区标杆，让绿色脉动伊敏草原。

“国家的孩子”情洒草原

“现在回想起工作的日子，还是很高兴，跨上马背，马鞭

一甩，驾驾驾……”9月16日下午，活动走进呼伦贝尔市鄂温

克旗锡尼河东苏木，今年62岁的敖德巴拉向记者诉说着她生

活在草原上的日子，说到难忘的骑马经历，还抬起手臂，大笑

着做起挥马鞭的动作，引得众人也跟着大笑，真切地感受到

了她在草原上生活获得的幸福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辽阔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

上，有段民族团结互助的佳话——“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些

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敖德巴拉就是其中

的一员。她被呼伦贝尔大草原接纳，被鄂温克族养父母呵护

长大。

记者见到敖德巴拉时，她身穿金色的蒙古袍，佩戴一条

写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绶带，胸前挂满了象征各

种荣誉的奖章，这些都是她奉献青春、情洒草原的见证。

“我是1960年从上海来到呼伦贝尔的，当时我才3个月，

是最小的。”敖德巴拉告诉记者，她在呼伦贝尔育婴院大约待

了一年多后，来到了鄂温克旗，被当时的鄂温克旗东苏木罕

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高日根领养。

敖德巴拉被领养父母视为宝贝，她对童年充满了美好的

回忆，养父母对她的恩情她铭记于心。长大后的敖德巴拉，因

有文化且勤奋好学，被苏木录用为打字员并转为正式职工，

先后做过文书、妇联干事、文教助理、卫生助理等工作。她骑

着马走遍了全苏木3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多次被评为苏

木、旗、市先进工作者，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敖德巴拉仍不忘付出，经常用退休金去帮助草

原上需要帮助的孩子和老人们，用她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草原

的恩情。

同是被呼伦贝尔大草原接纳的“国家的孩子”还有花拉，

她是被蒙古族牧民所收养。9月17日，花拉向记者说起这段

往事，仍然难掩对这片草原和养父母的浓浓感情。

在国家与草原父母的大爱下长大的花拉，骨子里也深深

镌刻了助人为乐、奉献社会的信念。参加工作后，花拉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她看来，是党和国家养育了她，成为党员，

她也可以去服务和帮助更多的人。事实的确如此，在她担任哈

尔干图苏木妇联主席时，每名妇联干部都要负责帮扶一名贫

困孩子，花拉对她结对帮扶的孩子倾注了许多心血——帮贫

困孩子们交学费，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还利用自

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孩子们缝制蒙古袍……

“我永远感恩我的草原父母，感恩党和国家的伟大决策

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会努力将我们‘国家的孩子’的

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花拉说道。

“国家的孩子”如今的生活幸福美满，这既是一场爱的传

递，更是一段民族团结的美谈。

金牌传情谊：忘年之交有了延续

“哎呀，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来草原……”9月17

日，家住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27岁的乃日勒

忙完手头上的事情，与远在天津72岁的蔡乐铭发起视频聊

天。虽然年龄跨度达40多岁，但这对忘年交聊起天来有说有

笑，并没有所谓的“代沟”，就像当年乃日勒的曾祖父呼和勒

和蔡乐铭这对忘年交一样。

故事还要追溯到53年前，乃日勒的曾祖父呼和勒是土生

土长的巴尔虎蒙古族，是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摔跤冠军。1968

年，当时只有19岁的蔡乐铭等一批天津知青来到了陈巴尔虎

旗西乌珠尔公社插队，在共同的牧业生产活动中，蔡乐铭和

当时42岁的呼和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间过得很快，1972年知青返城，西乌珠尔的天津知青

集体调往大庆。在知青出发的时候，呼和勒把蔡乐铭叫到身

边，哽咽着把唯一的心爱之物——那枚第一届全运会中国式

摔跤重量级金牌，赠予了蔡乐铭。他深情地对蔡乐铭说：“你

看见金牌就会想起草原，就会想起你我的友谊。”

这一别，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就未曾再见面。1993年，呼

和勒老人去世。1994年，呼和勒的曾孙乃日勒出生，曾祖母为

他起名“乃日勒”，意为“团结”。

乃日勒从小就听过曾祖父呼和勒的故事，曾祖父英雄的

形象镌刻在他的心中，他也对曾祖父的忘年交蔡乐铭产生了

好奇和期待。

2016年，年过花甲的蔡乐铭回到阔别40余年的草原，将

呼和勒赠予他的象征团结友谊的金牌送还给了乃日勒，希望

能将这段情谊延续下去，但乃日勒和蔡乐铭经过商议后，决

定将金牌捐赠给陈巴尔虎旗博物馆。

这一次的会面，让乃日勒很激动也很难忘，分别后，他还

经常会向蔡爷爷问起曾祖父的事情，听听他们之间的友情故

事，也经常会关心蔡爷爷的近况，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将“团

结”延续了下去。这几年，蔡乐铭每年也都会到乃日勒家看望

他的家人，看看曾经生产生活过的草原。为了加强联系，蔡乐

铭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将当年的知青和当地的牧民朋友都拉

到了群里，实时关心关注着草原上的生活。

9月13~18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
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央视网主办，兴安
盟委网信办、呼伦贝尔市委网信办协办，正北方
网承办的“石榴花开 籽籽同心”网络主题活动走
进内蒙古。活动先后奔赴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
地开展采访，全方位、多层次、全媒体地报道了新
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发展、新风貌。

高娃带领队员在乌兰牧骑宫排练高娃带领队员在乌兰牧骑宫排练幼儿园宝宝画石榴幼儿园宝宝画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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