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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是内蒙古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是2500万草原儿女的集体记忆，更是党中央亲切关怀的历史见证。为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乌兰牧骑精神内涵，大力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兴盛，6月22日，自治区政府组织召开了

乌兰牧骑座谈会，邀请了全国及自治区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和乌兰牧骑队员代表，围绕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传承优良传统 为新时代放歌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我 15岁时来到内蒙古，有过很多和乌兰牧骑队
员共同演出的经历，被他们不畏艰难扎根人民的品格
折服。”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乌兰牧骑座谈
会上说。

与乌兰牧骑同吃同住同台的经历让冯双白对习
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乌兰牧骑是党和政府与广大农牧民连接的桥
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
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我认为这面旗帜在哪里，新时
代的文艺阵地就在哪里。”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国文
联在内蒙古的采风活动中，冯双白再一次感受到了
乌兰牧骑的热情和活力。“奈曼旗乌兰牧骑不仅为
农牧民演出，还常年从事基层公益事业，科左后旗
乌兰牧骑原创的歌曲《神奇的双合尔山》在民族歌
曲中融合了流行元素，让人印象深刻。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新时代的文艺阵地就应该在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在最火热的时代生活里。”冯
双白说。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怎样利用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是值得每个文艺工作者思考的
问题，冯双白说：“很多人认为乌兰牧骑只是作品的表
演者，实际上回顾乌兰牧骑的历史，他们创作的《鄂尔
多斯婚礼》《牧人浪漫曲》等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的崛起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考验，唯有创
作更多接地气的优秀作品才能给予乌兰牧骑源源不断
的生命力。”

冯双白：
为人民放歌
是新时代文艺的使命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认为，
这次乌兰牧骑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对乌兰牧骑精
神再认识的契机。

杨 飞 云 说 ：“ 在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的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内蒙古独有
的珍贵非物质红色文化财产，人们都惊叹于这些
超越物质的精神财富居然是生长在物质非常匮
乏 的 年 代 。 60 年 来 ，乌 兰 牧 骑 精 神 为 提 振 社 会
健 康 能 量 、推 动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而乌兰牧骑精神也成为杨飞云一直坚守的
信条，他说：“作为专业研究者，乌兰牧骑让我们
认识到，经典作品的价值是人民赋予的，那种真
正 有 温 度、有 血 肉、有 筋 骨、有 品 格 的 优 秀 作 品
来 自 对 生 活 的 深 度 体 验 。” 在 这 种 精 神 的 指 引
下，杨飞云也创作了《纯洁》《唤起记忆的歌》《侧
面》等优秀作品。

内蒙古独有的风土人情是孕育艺术家的沃土和
摇篮，辽阔雄浑的自然风光和草原文化造就了内蒙
古独特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群体。杨飞云认为，对于
乌兰牧骑精神的再次认识，会促使内蒙古的画家更
加主动地深入到草原人民的生活和大自然中，也将
打开油画艺术家更为广阔的艺术前景。“我们已经
进入了物质水平高度发达的年代，生活的提升与发
展反而更需要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作支撑，乌兰
牧骑和乌兰牧骑精神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杨
飞云说。

杨飞云：
再次认识
乌兰牧骑精神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作为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首任会长，自学会成立起，吉日
嘎拉便和会员们开始在各个盟市研究乌兰牧骑发展轨迹，“我
正在编写大约100万字的乌兰牧骑系列丛书，目前完成了三
分之一。”吉日嘎拉希望这100万字不仅成为乌兰牧骑珍贵历
史的记录，也能为全区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座谈会上，吉日嘎拉认为红色文艺基因是乌兰牧骑的灵
魂。他说：“乌兰牧骑既是一个耀眼的文艺品牌，又是一种强大
的精神力量。乌兰牧骑60年发展历程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始
终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常年深
入基层，为农牧民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是乌兰牧
骑的生命力所在。”对于新时代乌兰牧骑精神，学会的部分专家
也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吉日嘎拉说：“我们认为新时代乌兰牧
骑精神主要包括创作精神、服务精神和敬业精神3个方面”。

谈及学会所肩负的责任，吉日嘎拉说道：“乌兰牧骑学会
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学会工
作，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目前，我们不断明确研究
重点，在方式方法上寻求理论创新，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和发
展，努力肩负起推进乌兰牧骑建设工作理论研究的重任，让乌
兰牧骑学会成为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强阵地。”

吉日嘎拉：
红色文艺基因
是乌兰牧骑的灵魂

□本报记者 霍晓庆

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
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蒙古族导演、编剧麦丽丝
在座谈会上就如何学习贯彻乌兰牧骑精神，发展内蒙
古民族电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创作出了反映上海 3000
孤儿的《额吉》，反映英雄情结的《嘎达梅林》《东归英
雄传》等电影精品，这些电影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中汲取养分，力求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内蒙古
民族电影在传承与借鉴、转化与超越中发展，坚守中
华文化的立场、传承红色基因，创造了很多中国电影
史上的第一。”麦丽丝对内蒙古民族电影有着深厚的
感情并为此感到自豪。

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内蒙
古影视文化事业该如何学习乌兰牧骑精神，更好地满足
各民族的期待，让民族影视之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电影创作只有像乌兰牧骑一样扎根生活沃土才能焕发
出勃勃生机，我们要知道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拥护什么、
渴望什么，并努力在作品中反映出来，才能达到和受众
的共鸣与共情，才能真正创作出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
的作品，把乌兰牧骑精神落到实处。”麦丽丝说。

麦丽丝：
让乌兰牧骑精神
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在我国著名少数民族舞蹈研究专家马跃的记忆中，他曾于
1964 年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了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
队的一台精彩演出。那台节目短小精悍，内容却很丰富，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演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风格和组织形式
出现在首都舞台上，激起了首都各界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马跃认为，对于千里草原深处的牧民来讲，乌兰牧骑是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员，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尖兵。乌兰
牧骑队员跟着时代走、跟着生活走、跟着农牧民走，长年深入基
层，繁荣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是全国文艺战
线名副其实的榜样。

乌兰牧骑用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向全国宣传了内蒙古，将
草原民族别具特色的音乐、舞蹈、好来宝等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到了祖国各地，使各族人民欣赏到了内蒙古独具特色的马头
琴、四胡、三弦等民族乐器以及优美粗旷的蒙古族舞蹈。“对于
全国的观众来讲，乌兰牧骑又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各族人
民最为亮丽的一张名片。我作为同一时代、从事民族艺术事业
的同行，祝愿新一代乌兰牧骑艺术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在新的
时代创造新的辉煌，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树立新时代的新榜样！”
马跃说。

马跃：
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
是新时代的榜样

□本报记者 赵丹

“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为我们基层乌兰
牧骑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作为一名乌兰牧骑队长，我会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乌兰牧骑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

座谈会上，孟克吉日嘎拉依然记得收到总书记回信
时队员们的欣喜和激动。作为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的
队长，孟克吉日嘎拉感觉任重道远，作为新时代草原上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要怎样做才能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总书记
要求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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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
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我们要带好队伍，搞好创作，
就要始终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
身之本，只有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才能把最好的精
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孟克吉日嘎拉说。

多年来，乌兰牧骑队员们深深扎根基层，为广大农牧民
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下一步，希望
有更多走出去的机会，在更多的平台上传播好我们的民族文
化，讲好内蒙古故事，唱响中国好声音。”孟克吉日嘎拉说。

孟克吉日嘎拉：
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乌兰牧骑队伍

□本报记者 霍晓庆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
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
关键。“乌兰牧骑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依据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特点，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践行社会主
义文艺观的生动实践。”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刘
忱说。

刘忱认为，文化只有不断地在思想、价值的碰撞
冲突、融合演变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
多元文化的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既冲突、
又融合、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统一又有差异的一体
多元文化，这种文化是维系民族绵延不绝、长盛不衰
的根基，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乌兰牧骑为
我们搭建广阔文化舞台，凝聚共识提供了实践经
验。在人民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创
造能力，利用、调动这些资源，发挥和释放文化创造
力，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乌兰牧骑送文
化下乡不是简单的我演你看，而是和农牧民群众深
度互动、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文化过程。只有这
样，乌兰牧骑才能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迎接新时
代所面临的挑战；才能更好地尊重和代表群众的文
化利益，坚持在文化发展中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搭建
广阔的文艺舞台。

刘忱：
为人民搭建
广阔文艺舞台

□本报记者 赵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国学
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连辑出席了座谈会，围绕“乌兰牧骑的文化意义”和
与会嘉宾进行了探讨。

连辑认为，乌兰牧骑的艺术样式具有很强的地域代表性，但其文化形式
却活跃于祖国的各个地方。因为扎根基层的奉献，乌兰牧骑为人民群众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享受和精神鼓舞；因为其独具魅力的流动方式，乌兰牧骑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地域性、民族性的探索提供一个很好的方案；还
因为其与群众相伴，使得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党的思想文化阵地的创造者和
捍卫者。因此，乌兰牧骑的成功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
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
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内蒙古的乌兰牧骑队伍用自身的实践回答
了‘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乌兰牧骑的成功经验，是对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对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要求最好的回答。”连辑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繁荣文艺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连辑认为，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始终站
在人民的立场，用人民的方式创作文艺，用文艺的方式和群众交流情感，
以艺术的样式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歌笑语，也送
去了幸福安宁，这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

连辑建议，应加强对乌兰牧骑的理论挖掘，通过科学系统的理论整理
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指导乌兰牧骑的创作实践，帮助他们创排更多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节目，打造更多传得开、留得下、人民喜闻乐
见的作品。要加强对乌兰牧骑人才建设的扶持和品牌意识的培养，用品
牌育人，用品牌树人，用品牌鼓舞人。要对乌兰牧骑进行与时俱进的改
革，让乌兰牧骑更加适应新的时代，适应新的审美，谱写新的成就。

连辑：
乌兰牧骑具有
典型的文化意义

（本版图片均由 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