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附着在大地上，是土壤；沉浮在空间里，便是尘埃。
人与物的世界，哲理相通。

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力克浮躁，深扎基层。他们聆
听着时代的和声，行走在内蒙古大地上。

1972 年，18 岁的曲云考上了鄂伦春自治旗乌兰牧骑，
在她看来，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内蒙古的文化名片，她深知文
化的底色和亮色是乌兰牧骑的活力和源泉。鄂伦春族没有
文字，语言只能口口相传。所以，曲云老师不厌其烦地教孩
子们发音、唱歌。

这是对乌兰牧骑精神最鲜活的实践，也是对鄂伦春民
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在曲云老师看来，只要乌兰牧
骑队员的歌声不停，鄂伦春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生生不息。

在内蒙古，乌兰牧骑已经成为一个温暖的名字，乌兰牧
骑精神成为内蒙古文艺界的精神地标。

兴安乌兰牧骑以“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为创作宗旨，通
过深入生活，今年创作了 20 多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兴
安乌兰牧骑组建了蒙古族原生态乐团，并在全区 75 支乌兰
牧骑中率先成立了青年无伴奏合唱团。“深入生活，不只是
获得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接受心灵的洗礼，也只有深入生
活，才能真正做到扎根人民”，兴安乌兰牧骑队长房继红说。

“不落下一个蒙古包”，61 年来，乌兰牧骑队员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和表演感动着基层农牧民的心，乌兰牧
骑队员和基层农牧民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情感连接。

在生活中锤炼情感、回到人民中锻造人格，是乌兰牧骑
队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主要方式。立足新时代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繁荣基层文化，引
领文明风尚，建设文明内蒙古。在“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
热潮中，乌兰牧骑队员们都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交出了一份
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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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民中间去到人民中间去 为人民而歌唱为人民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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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区乌兰牧骑乃至整个内蒙古对文艺创作的关注和努力更加升温。乌兰牧骑如何弘扬
优良传统，更好地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在新时代彰显新作为？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期待，更好地保障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新、创作职能充分发挥，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
要农牧民需要，我们就去演，把欢乐送到人民群众家门口。”“作为一名乌兰牧骑队员，我们一定要到人民中间去”⋯⋯全区各地乌兰牧骑队员们
的心声回荡在 118 万平方公里大地。

到人民中间去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

要人民。”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深刻
揭示了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人民中间去，
这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一脉相承的基因。

全区乌兰牧骑以广阔草原为第一舞台，以广大农牧民
群众为第一观众，以丰厚的民族艺术底蕴为第一营养，以多
姿多彩的草原文化为第一内容。内蒙古 75 支乌兰牧骑的
3000 多名队员常年活跃在千里草原，每年为农牧民送去
7000 多场演出。

11 月 8 日，锡盟“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
层综合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全盟 28 支“草原综合服务轻骑
兵”队将利用 3 个月时间，围绕脱贫攻坚、民族团结、防病治
病、科学普及、法治宣传等，为偏远农牧区的 560 多个嘎查
村服务点开展综合服务。

前不久，全区 11 个厅局组建了 5 支“草原综合服务轻骑
兵”，以“乌兰牧骑＋”的方式向基层提供创新性综合性服
务。自治区各盟市、旗县也组织了 200 余支“草原综合服务
轻骑兵”奔向基层为群众提供服务。

一支支小分队出发了，一面面“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
的旗帜飘到了人民中间。阿拉善左旗小分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王艳军在出发前特别激动：“作为乌兰牧骑队员，我们将
根据不同基层服务点实际，对接群众需求，创新服务方式，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活动，为群众提供精准化服
务。”

乌兰牧骑自建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
旗帜上，针对内蒙古地广人稀的区情，创造性地实践了“队
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
的建队方针。

如今，这支以乌兰牧骑为圆心为人民服务的同心圆又
扩大了。

今年夏天，自治区“小小乌兰牧骑”授旗仪式在呼和浩
特市举行。第一批“小小乌兰牧骑”共有 209 支。这些看乌
兰牧骑演出长大的草原娃们，扛起了“小小乌兰牧骑”的旗
帜。

这一面旗，是一份润物无声的感召；这一面旗，也是一
颗悄然萌动的种子⋯⋯

此前，全区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在各行各业组建
“业余乌兰牧骑”，已经形成全社会学习乌兰牧骑精神、服务
人民群众的氛围。“北疆职工乌兰牧骑”“北疆青骑兵乌兰牧
骑”“草原巾帼乌兰牧骑”“业余法制乌兰牧骑”等，深入基层
一线开展宣传和文化惠民演出服务，为各族群众带去欢乐
和文明。人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感受着乌兰牧
骑的温度，业余乌兰牧骑队伍的壮大，也彰显出一种传承的
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
“穿过大风雪，走过大草原，我的勒勒车来到你面前。

坐上我的勒勒车，带你去从前，找到那条熟悉的路，去看当
年的草原。从此你会明白，我们的那首歌，为什么永远也唱
不完”，这是一首发自乌兰牧骑队员心底的歌。是啊，这首
歌为什么永远也唱不完？

与乌兰牧骑队员同吃同住同台的经历让我国著名艺术
家冯双白对乌兰牧骑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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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文艺阵地在最
火热的生活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和服务里。”冯双白
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感召下，内蒙古乌兰牧骑
队员们走到生产实践中，自觉深入社会生活最基层，身沉下
去，情融进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导向。

我区乌兰牧骑以人民为中心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区乌兰牧骑开展了“永做红色文艺
轻骑兵”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惠民演出、文艺志愿者服务、
采风创作、传习并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丰富的活动在
内蒙古大草原实现了全覆盖。

今年，全区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乌兰牧骑队员们创作推出适合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
巡演、脱贫典型故事分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艺
工作者采风创作、励志主题电影等六项工作进入贫困嘎查
村，以歌曲、舞蹈、小戏小品、漫画作品展示等宣传形式，向
贫困嘎查村特别是深度贫困嘎查村群众提供演出和服务。

今年，全区每支乌兰牧骑围绕美丽内蒙古、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等内容，积
极编排自编自演、小型多样的节目。截至目前，各乌兰牧骑
深入农村牧区、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等下基层惠民演出
共 5000 余场。

草原文化节，是人民的节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舞台上，全区蒙古语、汉语小戏小品，全区乌兰
牧骑新人新作展演，业余乌兰牧骑展演⋯⋯在草原文化节
的舞台上，乌兰牧骑演出贯穿始终。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源自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立场和
最鲜明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乌兰牧骑的歌之所以永远唱不完，正是因为一代代乌兰牧
骑队员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贵的坚持”。

扎根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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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队员送歌舞下基层。 王琨飞 摄

乌海市首部原创大型音乐剧《乌海人家》在全区多地进行巡
演。 见习记者 郝飚 摄

惠民演出进牧区。 吴建丽 摄

土右旗乌兰牧骑表演的二人台小戏。 王琨飞 摄

民族歌舞史诗剧《梦唤千年》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演
艺中心演出。 本报记者 王磊

农牧民群众用手机录下精彩节目。王永生 摄

乌兰牧骑队员表演动感的舞蹈。王永生 摄

乌兰牧骑队员展示蒙古族传统乐器火
不思和马头琴。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乌兰牧骑队员参与敖包祭祀
表演活动。 吴建丽 摄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在
该旗建旗 60 周年庆祝活动现场表演。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