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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的创立是党的民族政策、文艺理
论与内蒙古自治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创举。在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乌兰牧骑精神，也
成为全区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

自治区党委、政府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推进乌
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建立乌兰牧
骑研究和评论评价体系，深化对乌兰牧骑发展
规律的认识，推动乌兰牧骑创新发展”。有关
专家认为，加强乌兰牧骑理论研究，进一步指
导乌兰牧骑的创作实践，将为乌兰牧骑发展提
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2017 年 12 月 4 日，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
成立。学会成立后，成员分赴 12 个盟市进行
采集、调研，准备撰写出版《乌兰牧骑回忆录》，
重新编印 1997 年版《乌兰牧骑之路》，撰写《乌
兰牧骑之路》第二部分（1997 年至今）。为了
推动“乌兰牧骑学”的形成和发展，学会还组织
专家撰写《乌兰牧骑丛书》，包括《乌兰牧骑史》

《乌兰牧骑队员回忆录》《乌兰牧骑优秀作品
选》。这一切，对于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
推进乌兰牧骑建设工作理论研究，指导文艺创

作和研究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
缺。

去年 12 月 18 日，文旅部文化科技司、全国
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给自治区艺术研
究院下发了《关于委托开展“乌兰牧骑研究”的
函》，这封函的下发，意味着该项目作为文旅部
特别委托项目正式立项。

自治区艺术研究院组织专家，选择了民族
地域特色鲜明、乌兰牧骑数量较多的呼伦贝尔
市展开调研。调研组对呼伦贝尔直属乌兰牧骑

（民族歌舞剧院）及全市 11 支乌兰牧骑的队长、
老队员、主要编创人员、观看演出群众等进行了
深 入 访 谈 。 采 录 高 清 影 像 资 料 1.8TB、照 片
2300 余张，撰写调研报告 6 万余字。该项目深
化了对乌兰牧骑及其精神的研究，推动了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以天为幕布，以地为
舞台，累计行程 130 多万公里，为农牧民和各族
群众演出服务 36 万多场次，观众总数达 2.6 亿人
次，创造了自治区乃至全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
个奇迹。

自治区政府组织召开乌兰牧骑座谈会，探
讨在新时代如何才能进一步发扬优良传统、突

出民族特色、体现地域特点、完善工作形式、延
伸服务手段，让乌兰牧骑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会专家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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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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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 3 月份开始，自治区为了推进乌兰牧
骑立法工作和了解摸底乌兰牧骑基础设施设备
情况，对全区乌兰牧骑进行了大调研。同时，运
用现代化手段对我区乌兰牧骑建立 61 年来的优
秀剧节目进行系统归纳整理，形成一整套音视
频资料，建立了乌兰牧骑艺术档案，对乌兰牧骑
文物及特色精品剧节目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自治区为乌兰牧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
力，乌兰牧骑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感召
下，我区乌兰牧骑队员在新时代大力弘扬优良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
更加强劲。

乌兰牧骑走进新时代乌兰牧骑走进新时代
◎本报记者 赵丹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为自治区发展乌兰牧骑事业、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提供了重要遵循，成为全区乌兰牧
骑队员和文艺工作者服务人民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这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精心规划，对乌兰牧骑的发展进行全方位部署。高含金量政策出台之密集，乌兰牧骑自身建设成果之丰
硕，理论研究层次之广深，开启了乌兰牧骑发展的新篇章。

密集出台新政策
内蒙古草原又到了冬雪飘飞的季节，草原

上的人们被一股力量温暖着、鼓舞着。去年的
11 月 21 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收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那一天，内蒙古草原沸
腾了。收到回信当天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工作。11 月 22 日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系统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
骑重要指示精神视频会议。

自治区出台相关政策，彰显乌兰牧骑发展
顶层设计，为乌兰牧骑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方
位、立体化的部署：

——制定和完善了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配
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各级党委、政府把乌兰牧骑
演出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自治区财政设立专项奖
补资金，确保乌兰牧骑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研究起草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条
例》和《全 区 乌 兰 牧 骑 事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18-2025）》。
——首次以自治区党委、政府名义专门召开

了全区乌兰牧骑工作会议，重新修订并出台了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考核评估管理办法》。

——出台《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
见》《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 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意见》《关

于支持戏曲传承和地方戏保护发展的意见》等
重要文件。

——不断完善乌兰牧骑的职能定位，在自
治区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
将乌兰牧骑职能增加为演出、宣传、辅导、服务、
创作、创新六项，并在《乌兰牧骑 2018 年工作方
案》中对每一项职能提出具体落实要求。

——自治区政府采购了“网上乌兰牧骑”全
区乌兰牧骑微信平台，为全区 75 支乌兰牧骑购
置惠民演出大巴车，配备了数字电影放映机。

一年来，催生乌兰牧骑全面发展的政策环
境愈加完善，更进一步增强了全区乌兰牧骑队
员前行的动力。

队伍焕发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出让乌兰牧骑队

员“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希
望。话语简短，有鼓舞、有激励，也有鞭策。如
何才能更好地践行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总书记
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为乌兰牧骑指明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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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者说。

《我的乌兰牧骑》是锡林郭勒乌兰牧骑创排
的歌舞剧，入选 2018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实现了内蒙古在该
项扶持剧目中零的突破。

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以天为幕布、以地为
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
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

自治区将乌兰牧骑人才培养纳入自治区文
艺人才培养整体规划，将乌兰牧骑队员纳入自
治区文艺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文艺新人培养计

划，整体培养推出。
今年 3 月，自治区组织全区 75 支乌兰牧骑

的队长进行了培训。《新时代与人民文艺——习
近平文艺思想初探》《夯实“红色文艺轻骑兵”组
织基础 提高基层院团管理水平》，来自中国艺
术研究院和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专家的阐释为队
长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培训让我对增强内
部建设能力打开了思路，了解到在院团规模小、
人数少的情况下如何带团队，如何合理推动运
行机制、分配机制，对我们做好艺术创作生产，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呼伦贝尔市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队长孟塬收获
颇丰。

乌兰牧骑的职能增加了创新和创作，职能
的调整使乌兰牧骑突破了创新作品较少的瓶
颈。自治区针对乌兰牧骑队员专业能力提升和
蒙汉语舞台艺术创作进行了专业培训。培训强
化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事业发展重要指
示精神等政治理论知识和党建、政策、科学、法
律知识等。来自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乌兰牧骑队
员孟根图雅通过培训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全区乌兰牧骑队员的能力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自治区按照东、中、西部地域分布特点，建
立乌兰牧骑队员实训基地，在通辽、锡林郭勒、
鄂尔多斯建立东、中、西部地区乌兰牧骑队员培
训基地。今年培训完成 1000 人次，3 年内将完
成全区乌兰牧骑队员的轮训。

自治区政府和中央民族大学签署了关于支
持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合作项目，与中央
音乐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理论研究、
人才培养、创作指导和艺术交流等方面展开我
区与院校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央音乐学院帮助
内蒙古培养乌兰牧骑及各级院团文艺拔尖人
才，并在中央音乐学院设立了国际马头琴教育
基地。

研究探索新支撑

乌兰牧骑的表演深受农牧民喜爱

。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赴
武川革命老区慰问演出。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察右前旗乌兰牧骑赴基层慰问演出。
本报记者 海军 摄

科右前旗乌兰牧骑组织惠民演出，农
牧民开着三轮车前来观看。 王永生 摄

土右旗乌兰牧骑深入基层演出。
王琨飞 摄

呼和浩特市直属乌兰牧骑正式恢复。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乌兰牧
骑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广场露天
舞台为市民演出。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乌兰牧骑队员在演出车上化妆。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乌兰牧骑队员们刻苦训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内蒙古乌兰牧骑 60 年图片展在呼和浩
特市群艺馆开展。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乌兰牧骑队员打扫演出场地。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自治区为乌兰牧骑配发演出大巴。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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