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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双 特别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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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舞台上的激情岁月根植大漠的文艺之花

十佳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12 月 4 日，全区乌兰牧骑工作会议暨乌兰牧骑建立
60 周年表彰大会上，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被评为全区

“十佳乌兰牧骑”。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队长阿荣高娃
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后，我们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
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
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牧民服务。”

连日来，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深入牧区开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艺演出，演员们在为牧民表
演精彩的文艺节目的同时，了解牧民的生活，帮助牧民们
打扫牲畜棚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曾经担任乌兰牧骑队长的敖特根巴特尔，这些天
一直沉浸在激动中，回顾自己在乌兰牧骑的激情岁月，感
到特别自豪，要继续发挥余热，永做草原红色文艺轻骑
兵，服务人民。

诞生于 1958 年 5 月的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是一
支具有光荣传统、拥有灿烂历程的基层文艺队伍，建队初
期，仅有 11 名队员，5 间房屋，几件四胡和马头琴，1 辆胶
轮马车、4 匹马。

当时没有专用的演出服装，排练场地不足，但他们却
有着一腔热忱，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心上，以牧民生
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以大地为舞台进行排练，用理想信念
铸就了“乌兰牧骑精神”和不朽的作品。在上世纪 60 年
代，该乌兰牧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
少数民族业余艺术比赛。如今，乌兰牧骑有国家二级演
员 3 名、国家三级演员 14 名、国家四级演员 3 名。

乌兰牧骑感动着草原，感动着牧民。作为一支常年
活跃在基层为牧民群众演出的精干文艺小分队，乌兰牧
骑队员们情系乌珠穆沁草原，用牧民们喜闻乐见的文艺
节目感动着这片草原和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他们踏风
雪、战严寒，以蓝天为幕布，以草原为舞台，活跃在牧区，
用文艺节目服务牧民。截至目前，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
骑共下乡演出 2700 多场，行程 20 万公里，观众达到 65
万人次，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促进家乡各项建设，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3 年初，乌兰牧骑精心排演了一台新节目，打算
在牧草返青的时候到基层为牧民群众演出。可这时，乌
兰牧骑原有的解放牌汽车早已报废，当时旗财政又非常
困难，拿不出下乡所需的费用。怎么办？时任队长的扎

丹巴和演员们非常着急。这时，原阿尔山宝力格苏木的
牧民们听说乌兰牧骑等车下乡为牧民演出的消息后，自
愿驾驶着自己家的四轮拖拉机进旗来接乌兰牧骑的队员
们。此情此景，让乌兰牧骑的演员们非常感动。就这样，
乌兰牧骑的队员们，脚踏着坚实的大地，从这个苏木转场
到那个苏木，从这个嘎查去到那个嘎查，整整一个夏天，
走遍了乌珠穆沁草原。牧民兄弟姐妹们的热烈掌声是队
员们的“兴奋剂”，得到牧民的认可成为队员们的不懈动
力。演出结束后，牧民们都争先恐后地把队员请到自家
的蒙古包里休息，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对“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人民”作了最好的诠释。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人才辈出、精品叠出，不愧为
艺术的摇篮。在近 60 年的历程中先后创作出 900 余首
歌曲；120 余首曲艺、小品、相声节目；创作 25 首器乐演奏
曲、作品，获国家和自治区级奖励近 300 项；向各地文艺
团体级艺术学校输送人才 100 余名；涌现出达·金巴扎木
苏、丹巴、扎丹巴、哈斯巴根、通嘎拉嘎、敖特根巴特尔等
一批优秀演员。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紧紧围绕文化品牌，
打造文化精品，从素材、主题、结构到整台节目，始终贯穿
以地方品牌特色领先的理念，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在
创作上体现浓郁民族特色，把独具特色的乌珠穆沁原生
态艺术魅力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通过不断的努力，乌
兰牧骑在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丰富民族艺术宝库、培
养优秀民族艺术人才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以其一专
多能、灵活轻便和喜闻乐见的演出方式活跃在广阔的草
原大地，今后依然要在丰富牧民生活、繁荣民族艺术、促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有所作为。

乌兰牧骑不仅深深扎根在这片草原，在全国各地的
演出也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赴波兰、匈牙利、保
加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文化交流演出，进一步发
扬了地区优秀文化艺术，提高了地区知名度。2011 年 12
月，代表内蒙古乌兰牧骑到维也纳演出，为“文化走出去”
战略探索了一条新路，成为自治区“文化走出去”战略实
践的一大亮点。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阿荣高娃说，习近平总书
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为乌兰牧骑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队员们一定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
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永远做
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努力为乌兰牧骑这面旗帜
增光添彩，让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这面光辉的旗帜，永
远在乌珠穆沁草原上高高飘扬。

□本报记者 刘宏章

12 月 12 日，地处沙漠腹地的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
吉日嘎朗图嘎查迎来了一支送文化下乡演出队——额济
纳旗乌兰牧骑。这是他们今年第十次来到这个嘎查下乡
演出。顶着刺骨的寒风，在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 4
个小时演出中，一首首歌颂祖国歌颂党的曲目，一个个传
递党的好政策的快板、好来宝、小品，不时博得现场农牧
民观众的热烈掌声。

“每次听说乌兰牧骑来演出，我就早早地等候在演出
现场，乌兰牧骑是我们农牧民最喜欢的演出队，不仅丰富
了我们偏远农牧区的生活，还给我们农牧民带来了欢
乐。”在家人的陪伴下，71 岁的老党员那仁其其格一直观
看完演出。

从 1960 年成立起，额济纳旗乌兰牧骑这朵大漠文艺
之花，便深深扎根在广大农牧民的心中。数十年来，他们
深深扎根基层沃土，为牧民送歌献舞，带去欢声笑语。他
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把文化艺术送到牧民家
中，不惧酷暑严寒，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红色文艺轻骑兵的
职责使命。

做人民的乌兰牧骑，不畏苦和累走遍居延大地
“哪里最需要，哪里最偏僻，就送歌献舞到哪里。”这

是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始终不渝奉行的诺言。成立 57 年
来，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克服重重困难，已累计深入牧区、
厂矿、社区、部队、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及旗外演出达
7000 余场（次），年均行程 2 万多公里。

“一年四季演出都在基层，有时为了能给牧民群众演
出一场，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每年深入农牧区演出
都在百场以上。”队长雷冬香说。

额济纳旗辖 3 个镇、5 个苏木，3.3 万多人口分布在
11.46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地广人稀，这里沙漠戈壁面
积占 72.42%。夏季炎热、冬天寒冷，条件艰苦，许多地方
被联合国有关组织誉为“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无论
条件多么艰苦，但为把文化送到农牧民家中，额济纳旗一
代代乌兰牧骑队员满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深情，走遍了居
延大地的角角落落，数十年风雨无阻。

有一年 5 月，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到巴丹吉林沙漠腹
地一个苏木演出，途中天气骤变，沙尘暴袭来，队员们立
即跳下车，用篷布盖好乐器行装，用身体压住四周，等沙
尘暴过去后，队员们满身满面都灌满了沙粒，但为了给农
牧民演出，他们抖掉满身沙土，继续赶往演出地点。

还有一次在下乡演出中，由于天气酷热，戈壁地表温
度近 60 度，途中汽车爆胎。高温下，怀孕 3 个月的声乐
演员乌兰发生严重中暑并伴有呕吐，当时离最近的嘎查

卫生室也有 20 多公里。就在他们焦急时，一个牧民骑着
骆驼路过此地。问明情况后，这位牧民立即将生病的乌
兰带到自己的毡房里，用酸奶和仅有的几枚鸡蛋为她解
暑降温。等到乌兰中暑症状缓解后，车也修好了，他们立
即又赶往演出地。

“像沙尘暴、汽车爆胎和演员中暑这样的事儿，我们
每年都要遇到好多次，只要能给偏远农牧民送去欢乐，这
些苦和累也就不算啥了。”雷冬香说。

额济纳旗乌兰牧骑队员下乡演出不仅是演出队、宣
传队、辅导队，还是义务服务队。每场演出结束后，他们
还帮农牧民剪羊毛、打草、理发、修围栏等义务劳动。

做新时代的乌兰牧骑，牢记使命发扬优良传统
蓝天当幕地当台，随时随地演起来。多年来，额济纳

旗乌兰牧骑以“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服务农牧民群众”为
宗旨，每年下乡演出 110 多场，深受农牧民群众的欢迎。
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农牧民群众，额济纳旗乌兰牧骑特
别注重培养“一专多能”演员。青年舞蹈演员达楞太，同
时还兼职着办公室文秘工作，他创作的小品《不爱护骑乘
的人》《苏木那达慕》等作品，在全区小戏小品大赛中荣获
金奖。近年来，该队涌现出了宋文鹤、金星等十几位“一
专多能”优秀演员。

为提升文艺创作和演出水平，给基层农牧民带去
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额济纳旗乌兰牧骑与蒙古国南
戈壁省、巴彦洪格尔省歌舞剧院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多次邀请蒙古国艺术家来额济纳乌兰牧骑开展业
务培训和节目创作，通过相互借鉴学习，共同挖掘、搜
集本地土尔扈特民间舞“贝依力格”、“萨吾尔登”舞蹈
近 40 余部。

近年来，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创作了一大批歌曲、舞蹈
优秀作品，并先后在全区、全国获奖。其中小戏《苏木那
达慕》在全区小戏小品大赛（蒙语组）中荣获优秀奖和优
秀组织奖，小品《沙漠里的那个人》在全区小戏小品（汉
语）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在第四届中国蒙
古舞蹈大赛暨内蒙古电视舞蹈大赛中，舞蹈《顶碗萨吾尔
登》《土尔扈特贝依力格》分别荣获传统民族民间舞组表
演铜奖和创作铜奖。2012 年至 2014 年度，额济纳旗乌
兰牧骑在全区乌兰牧骑评估中被评为一类乌兰牧骑；
2016 年被评为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集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
回信中说‘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这是
党中央对我们多年来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们今
后工作的鞭策。我们乌兰牧骑要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结合农牧民需求，编排出更多更好、传播正能量、接地气
的节目，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将党的声音
传递给每一位农牧民。”谈到今后的工作，雷冬香说。

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在牧民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在牧民
家中演出家中演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宏章刘宏章 摄摄

下乡表演下乡表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宏章刘宏章 摄摄

西乌旗乌兰牧骑
为牧民表演。

阿拉塔 摄

6060 年代年代，，西乌旗乌兰牧骑深西乌旗乌兰牧骑深
入牧区演出入牧区演出。。

（（西乌旗委宣传部提供西乌旗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