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永升 王塔娜

12 月 4 日晚，内蒙古乌兰恰特内歌声嘹亮，舞姿翩
跹，全区乌兰牧骑建立 60 周年精品节目演出在这里隆
重举行。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表演的群舞《草原英雄小姐
妹》，以别具一格的舞蹈风格、极具感染力的音乐和舞美
设计，把现场观众的思绪带到当年草原小姐妹用生命守
护羊群的故事中。这个节目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
和心灵震撼，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这掌声的背后
是对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艺术水准的充分肯定。巴林右
旗乌兰牧骑于 1959 年建队，58 年来乌兰牧骑以创作和
演出文艺精品为立身之本，一代代队员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草原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和乌兰牧骑品牌的传递者。

挖掘原生态的草原文化，让巴林右旗乌兰牧骑创作
的文艺精品具有独特的“巴林”属性。2005 年，在贵阳
花溪举办的第五届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上，巴林右旗
乌兰牧骑参赛舞蹈《巴林蒙古女性》让人眼前一亮。蒙
古族古代宫廷宴舞的服装造型，顶碗的舞蹈技巧，展现
了蒙古族妇女端庄娴静、柔中有刚的气质，一举夺得“荷
花奖”民族民间舞铜奖。2015 年，在四川凉山举办的

“荷花奖”大赛中，乌兰牧骑的舞蹈《巴林·德布斯乐》荣
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十佳作品。这
个独具特色的蒙古族踏舞，在踏地为节的动律中悠然起
舞，跺踏的肢体动作与服装裙摆的舞动流畅相随，彰显
出蒙古人乐观、豁达的个性。

这 2 个获奖的舞蹈由萨仁高娃编舞、张文刚作曲，2
人合作珠联璧合、乐舞升辉。而这对黄金搭档的成长，
则离不开上一代乌兰牧骑人的艺术传承。“巴达玛的舞，
道尔吉的曲”，上世纪 70 至 80 年代，巴林右旗乌兰牧骑
的舞蹈创作在赤峰市享有盛誉。由巴达玛、道尔吉创作
的舞蹈《五彩情绸》，反映了一对对草原恋人在月下轻歌
曼舞，姑娘向小伙子赠送彩绸腰带的情景。一条条五彩
绸带当空挥舞，所演绎出的浪漫唯美爱情令人印象深
刻。包括《五彩情绸》在内，由巴达玛编创的舞蹈《珠岚》

《金色摇篮》《孟克珠岚》曾获得全区文艺最高奖“萨日
娜”奖。代代相传的本土特色创作，让乌兰牧骑发展有
了“源头活水”。

“只需 1 到 2 个月的时间，队里就能创作排编出一台
高质量的大型晚会！”老队员代钦对乌兰牧骑的原创能
力十分自信，他说每个时期队里都会成长起一批文艺创
作的骨干，他们不满足于一歌一舞的创作，更注重大型
文艺晚会、大型歌舞剧的整体策划和创作。1997 年，队
里创作的专题晚会《西拉沐沦情》进京参加交流演出，精
妙的编舞，动听的配乐，精美的服装，赢得了观众们的赞
许。就在那场演出后，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获得了“全国

乌兰牧骑先进团队”称号。此后，《永恒的草原》《永远
的乌兰牧骑》等大型文艺晚会多次获自治区“五个一工
程奖”。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还参与了电视剧《乌兰牧骑
之恋》和大型电视纪录片《巴林婚礼》的拍摄，让草原文
化通过荧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走出去进行文艺交流演出，为世人了解草原文化
艺术打开了一扇窗。2016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2 日，应
台湾“蒙藏基金会”的邀请，巴林右旗乌兰牧骑 28 名演
员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演员们分别到新北市和
苗栗县进行专场演出，蒙古族歌舞音乐把观众从海风
轻抚的宝岛带到万马奔腾的草原，让观众纵情穿梭其
中。在阿里山的达娜伊谷，乌兰牧骑还与台湾少数民
族进行了歌舞交流。当乌兰牧骑队员用蒙语唱响《高
山青》时，场内气氛达到了高潮。歌手深情演绎出富有
台湾风情的优美旋律，观众在拍手叫好的同时齐声合
唱。那一刻，台上台下心手相连、情深意重，思想与情
感在两岸同胞心中交融。

1999 年 8 月，巴林右旗乌兰牧骑受自治区政府
选派，为“99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内蒙古活动周演
出。乌兰牧骑在世博园的中国馆大型广场舞台上演
出了 10 场，同时在自治区展区“草原之家”开展小型
演出，雄浑的蒙古族歌曲、矫健的民族舞，让数万名
中外观众耳目一新。演出团还冒雨专程赶赴云南兴
蒙蒙古族乡做访亲演出，当地 5000 名蒙汉群众夹道
欢 迎 ，在 雨 中 观 看 完 整 场 演 出 ，当 时 的 场 景 令 人 感
动。2014 年 8 月，乌兰牧骑再赴山东，参加青岛世界
园艺博览会的演出活动。近年来，乌兰牧骑先后参
加了大连赏槐会、大连国际服装节表演、青岛“海之
情”民俗文化旅游节等交流演出，打出了巴林右旗亮
丽的文化名片。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回信，让巴林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备受鼓舞。“过
去乌兰牧骑下乡演出，坐的是勒勒车，点的是油汽灯，
而现在汽车、音响、灯光样样都有！”乌兰牧骑副队长胡
斯楞说：“现在条件好了，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丢，
我们一定要按总书记回信要求的那样，永远做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眼下，巴林右旗乌兰牧骑的艺术
骨干们正在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牧区实际，潜心创
作新的文艺作品，新一轮深入牧区的演出服务即将开
始。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成立 58 年来，已为群众演出
5600 多场，观众 1500 多万人次，共创作歌舞等各类文
艺作品 600 多件，有 145 个节目在市级以上调演、汇演
比赛中获各种奖励 295 项。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如今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正在发挥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核心
价值、凝聚发展力量的作用，一批文艺精品正在展现出
穿越历史的能量。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时令已过大雪，室外寒风凛冽。但在科右中旗巴彦
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活动室里，琴声悠扬，歌声嘹亮，乌
兰牧骑正在嘎查开展党的十九大后第 4 场送欢乐下基层
慰问演出活动。欢快的舞蹈、幽默的小品、激情飞扬的马
头琴合奏，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现场 30 多名观众纷纷拿
出手机拍下一个个精彩瞬间。

近年来，科右中旗乌兰牧骑把文化下基层、进社区、
进部队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来抓，每年深入苏木镇、社区、
部队等地慰问演出，为基层农牧民带去喜闻乐见的节目，
充分发挥乌兰牧骑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的功能，深受全
旗各族人民的欢迎。2017 年科右中旗乌兰牧骑荣获自
治区十佳乌兰牧骑称号，并作为兴安盟唯一一家乌兰牧
骑队伍进入全区十强。他们用行动践行着乌兰牧骑扎根
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优良传统，展现了科右中旗乌
兰牧骑的新风貌、新风采。

苦练基本功 一专多能结硕果

成立于 1965 年的科右中旗乌兰牧骑，现有队员 58
名，是一支专业力量雄厚、艺术功底扎实的队伍。

悠扬的琴声、曼妙的舞姿、动感的节奏，科右中旗乌
兰牧骑排练大厅里始终有队员们勤奋练功的身影。

科右中旗乌兰牧骑党支部书记、投身艺术 33 年的队
员白秀兰说：“为了更扎实地掌握表演的各项基本功，我
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过去乌兰牧骑条件特别艰苦，排
练厅里只有一个铁炉子，屋里稍微暖和点，我们就抓紧时
间练功。现在条件好了，有了温暖宽敞的排练厅，队员们
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

在科右中旗乌兰牧骑，报幕员会唱歌，唱歌的会拉马
头琴，伴奏者放下乐器又能顶碗起舞⋯⋯每一个队员都是
一个乐库，一专多能已经成为每一个队员必备的素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科右中旗乌兰牧骑队
员在各类比赛活动中连获佳绩。第十一届全盟乌兰牧骑
艺术节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牧骑艺术文艺会演一专多能一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内蒙
古草原文化节蒙古语小戏小品大赛最佳作品奖、最佳编
剧奖⋯⋯一张张奖状凝聚着科右中旗乌兰牧骑队员的汗
水与成绩，但荣誉没有让他们骄傲，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
永远在超越自我的道路上奋斗着。

演出下基层 欢乐文明送到家

“我从年轻时就喜欢看乌兰牧骑演出，特别喜欢听乌
力格尔。在这数九寒天的时候，不出门就能看到这么精
彩的演出，特别高兴，希望乌兰牧骑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
的节目。”科右中旗综合福利中心白根山说。

科右中旗乌兰牧骑牢记使命，始终如一地发挥草原

文艺轻骑兵优势，长年深入农村牧区一线，以艺术形式反
映农牧民生活，将党的声音与关怀带到农牧民身边。自
2012 年起，科右中旗乌兰牧骑先后开展文艺进农村、进
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活动、“百团千场”下基层惠
民演出、乌兰牧骑草原文艺天天演工程等系列活动，每年
深入基层进行演出、宣传、辅导、服务时间均达 120 余天，
完成 100 场以上演出任务。同时，协助完成旗内各项大
型文艺演出、民俗礼仪活动等。

乌兰牧骑队员国平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提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
需要人民。作为一名乌兰牧骑队员，每次演出结束后，听
到观众热情的掌声，看到农牧民喜悦的笑脸，就是我们最
大的收获！”

寒冬烈风中，辽阔草原上，科右中旗乌兰牧骑队员以
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将艺术成果播撒在全旗各个角
落。自 1999 年至 2017 年间，连续 6 次被自治区文化厅
评为一类乌兰牧骑，打造了科尔沁草原上一面靓丽的民
族旗帜，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开拓中创新 文化传承亮名片

创作是乌兰牧骑的灵魂，没有新作品就没有乌兰牧
骑的立足与发展。多年来，科右中旗乌兰牧骑坚持以农
牧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利用乌力格尔、好来宝、蒙
古族民歌等地方文化品牌优势，将创作重点放在蒙古剧、
蒙古语小戏、小品上。近 5 年，共创作出蒙语小戏小品

《神奇的乌力格尔》、科尔沁民歌剧《杂货买卖》、蒙古剧
《巴图查干情缘》等 64 个新剧目，奖项达 70 多项。多次
赴北京、天津、吉林、哈尔滨、上海、云南、澳大利亚墨尔本
等地开展出访演出、交流演出、比赛性演出和接受采访性
演出等艺术活动，为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展示了科尔沁
文化的艺术魅力。

“看到舞台上的民族盛装和柔美的舞姿，我总是忍不
住拍照，实在是太美了！有字幕，也不会有听不懂蒙语的
顾虑，真的是太棒了！”一位北京观众说。

2016 年 7 月，科右中旗原创蒙古剧《巴图查干情缘》
作为兴安盟唯一入选第十三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优秀巡演剧目在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通辽
市、呼伦贝尔市等地巡回演出 30 余场，并有幸参加 2016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该剧由内蒙古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国家一级艺术评论家达？毕力格图、鄂尔多斯民族
歌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导巴德玛等 5 名专家现场指导与编
排，科右中旗乌兰牧骑队员参与编排、苦练数月而成。这
部原创蒙古剧已成为展现该旗民族文化一张亮丽的名
片，对科右中旗文化、旅游以及对外宣传具有极大的展示
和促进作用，并为该旗乌兰牧骑今后的发展注入新鲜血
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将继续如苍松翠柏坚守
在科尔沁辽阔的草原上。”科右中旗乌兰牧骑队长韩宝力
格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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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重要指示精神

巴林草原上的文艺劲旅科尔沁文化的一面旗帜

十佳

乌兰牧骑下基层慰问
演出。 吴艳荣 摄

兴安盟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走进蒙古包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走进蒙古包

为牧民演出为牧民演出。。 右宣右宣 摄摄

科右中旗乌兰牧骑走进校园科右中旗乌兰牧骑走进校园
进行四胡教学进行四胡教学。。 孙丽娜孙丽娜 摄摄

赤峰

草原上的惠民演出深受牧
民喜爱。 右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