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牧骑的精神内涵，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所讲的“迎风雪、冒酷暑，长
期在戈壁、草原上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
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
的声音和关怀。”植根沃土，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既是乌兰牧骑的行动轨迹，也是他们艺术创作的
不竭之源，这也是乌兰牧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出
精品、出佳作、出新出彩的根基与动力。

根深才能叶茂，植根沃土，才能瓜果飘香。
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精
神指引下，从基层乌兰牧骑到自治区的专业文艺
团体，从文学创作到艺术精品打造，再到文艺院
团和文化体制的改革，直至文化的传承、创新与
发展，都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始终坚
持扎根基层，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寻找创作
灵感，编创出接地气、有人气、鼓士气的文艺作
品，不仅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攀登艺术
高峰上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青山烽火》，是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创作
的大型民族歌剧。今年 9 月在首府首演后，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该剧通过八路军挺进
大青山，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史实，讴歌了
当地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
事迹，弘扬了伟大的抗日精神。为了排演好这一
历史大剧，演职人员多次深入大青山腹地，与当
地老百姓同吃同住，挖掘大量的抗日历史题材，
从体验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和智慧。该剧从
剧情编排，到音乐舞台设计上，都以内蒙古西部
地区的风土人情为艺术基调，以二人台音乐元素
为主要风格，通过高标准、严要求，把一部故事情

节扣人心弦和浓郁乡土风情高度融合的优美大
剧，奉献给了观众。地处大青山深处的武川县群
众看了剧目后倍感亲切，纷纷发表观感。大家一
致认为，这一优秀剧目，把他们带回了战火纷飞
的年代，让他们深刻领悟到了当今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谛，在这
部剧中得到了生动的演绎。

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是一个只有 20 多人
的文艺演出团队。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
员的回信，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他们克服了人员少、设备不足、艺术造诣
参差不齐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敢拼敢闯，短时间
内打造了历史音乐剧《石榴红了》，再现了当年城
川民族学院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草原文化
节演出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今年草原文化
节评为优秀推荐剧目，到区内外公演。红色剧目
来源于红色文化基因，来源于地处鄂托克草原深
处城川民族学院的生活源头。《石榴红了》公演
后，又通过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们
领略了常年奋战在大漠草原上的文艺工作者的
风采。人们从剧中不仅了解到了战争年代培养
民族干部摇篮里发生的生动故事，而且也看到了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渊源，受到了形象的艺术
感染。

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沐浴着总书记回信的
惠风，在艺术精品创作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春华秋实，铁马秋风，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
灌出来的心灵片羽，不仅为自治区的文艺园地增
添了斑斓色彩，而且为自治区的发展繁荣奉献了
丰盛的精神食粮。

□赛男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是崇高的
荣耀，巨大的关怀，一股股暖流在
每个乌兰牧骑队员心灵深处徜
徉，同时也极大地鼓舞着我区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大家
奋发图强，倾心倾力，打造精品力
作。

乌兰牧骑，这一当代中国重要
文化现象的发生，是客观需要和主
观自觉相结合的产物。乌兰牧骑
诞生于1957年。当时，自治区党委
针对牧区交通不便，缺少文化生活
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在牧区进行综
合文化工作试点的决定。经过多
方面的调查研究，决定在苏尼特右
旗先行试点，成立一支装备轻便、
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的文化工
作队。进过反复酝酿，定名为乌兰
牧骑。党委的决策，顺应了民意，
初衷深得人心。随着乌兰牧骑艺
术实践的深入，这一模式延伸到了
农村、工矿企业、边防哨所，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铸就了民族文化的灵
魂——乌兰牧骑精神。

今天，乌兰牧骑精神，已经成
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成
为民族奋斗精神的一个象征。盘
点一年来我区文艺精品建设的成
果，无一不是乌兰牧骑精神发扬
光大的结果，无一不是贯彻落实
总书记回信精神的生动实践。不
管是文学佳作的面世，还是艺术
精品的推出，都闪烁着乌兰牧骑
精神的光辉。

乌兰牧骑精神的内涵极其丰
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忘初
心，坚守梦想，以人民为中心，在文
艺战线上做一名奋进者、搏击者、
奉献者，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不仅使
乌兰牧骑这一文艺传播模式走向
成熟，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
艺精英。他们既是演职员、又是宣
传员；既是文艺轻骑兵，又是群众
生产生活的服务员、辅导员。他们
长年累月，日复一日走进草原深
处、大漠戈壁、田间地头、建设工
地，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成了群
众的知心朋友。不管走到哪里，群
众都像家里人一样，向他们倾诉，
请他们代言。有了这样的生活阅
历，有了这样的百姓情怀，创造出
接地气、有深度、暖人心的艺术精
品，就是一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
了。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作品和传
播形式的成功，都是创作者们精
神寄托的产物。我们有了乌兰牧
骑精神，就有了生产精品力作的
动力，也有了攀登艺术高峰的根
基和活力。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有了精神支撑和引
领，加上我们的心血与汗水，一点
一滴，锲而不舍，就能够有更多的
精品力作不断问世。这是文学艺
术创作的真谛与规律，也是人民
群众对每一名艺术家的期盼，让
我们朝着乌兰牧骑精神开辟的方
向奋发努力吧。

乌兰牧骑精神的

巨大力量

——自治区文艺精品建设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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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文/本报记者 赛男 图/阿岩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对乌兰牧骑 60 年如一日，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出谆谆教诲和深深嘱托，勉励大家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如今，广袤北疆的文艺战线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追随他们践行总书记
回信精神的足迹，对文艺精品建设进行了梳理，奉献给读者朋友。

特刊特刊

不忘初心，重大题材创作硕果累累
乌兰牧骑，诞生于 1957 年。60 多年来，这

支队伍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走出了一条繁
荣民族文化的辉煌征程。不管时间如何变化，进
行重大题材创作，传递时代正能量，始终是他们
追求的第一目标。总书记的嘱托如春风化雨，激
励着他们的创作热情，一批重大历史题材和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相继问世。

电影《周恩来与乌兰牧骑》《第一书记扶贫
记》，电视剧《乌兰牧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在草原上》，广播剧《永远的乌兰牧骑》《扶
贫》等，反映当代重大主题的作品陆续与广大
观众见面。这些作品一经推出，便在社会上引
起热烈反响，受到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和热
议。5 月 21 日，《周恩来与乌兰牧骑》在锡林郭

勒盟乌拉盖草原开机，影片由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等全国多家单位合作拍摄，以周恩来总理与
乌兰牧骑队员之间的感人故事为背景，以自治
区第一支乌兰牧骑队伍为原型，讲述了乌兰牧
骑队员们不忘初心，在大草原上无私奉献，挥
洒心血汗水的真实故事。这是一部大主题、大
制作、大写意的主旋律大剧。整部电影不仅故
事跌宕起伏，人物言行感人至深，情节生动细
腻，而且全景式展示了旖旎迷人的草原风光。
场面宏大，情景交融，折射出天然草原的壮美
和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该片预计于今年底
与观众见面，目前预热宣传正全面启动，让人
们充满热切的期待。

与电影同步开机的电视剧《乌兰牧骑》，由同

一班底制作，三代乌兰牧骑队员的形象在剧中全
方位、多角度交叉展现，三代人的追求，三代人的
风采，三代人的情感纠葛，三代人的思想交融
⋯⋯无不深刻反映了乌兰牧骑 60 年历经风雨，
一路高歌，服务群众的历程。

20 集电视剧《在草原上》是蒙古语原创作品，
该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多家单位共
同策划制作。该剧的主题思想是草原巨变，反映
的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草原上发生的巨大
变革，有草畜双层包、有围封禁牧、有草原生态奖
补、有党的惠民政策在草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所有这些历史性的事件，通过一个嘎查四户
牧民三代人的故事，一一展现给观众。草原上牧
民们的生态意识、勤劳本色、质朴情感、热爱家园

的情怀，通过一个个小切口、小故事，诠释出宏
大的时代主题。据悉，这是我区本土拍摄制作
的投资规模最大、演员阵容最强、专业化水平最
高的蒙古语电视剧。上线播出后，一度在蒙古
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也引起了关
注和热议。

此外，电影《黄大年》《第一书记扶贫记》等
现实题材作品，以及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忽必
烈》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总
书记回信的指引下，一大批主旋律文艺作品的
纷纷亮相，为主旋律话题的引导、为主流文化的
弘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作出了独
特的贡献，我们为自治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拍
手叫好。

打造精品，文化大餐全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的回信中，特别嘱咐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更多接
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于2017年12月28日发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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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指出：“注重本土创作，推出具有
鲜明地域特点、浓郁民族特色、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
民族文艺精品，因地制宜创作推出易于传播、轻便灵
活、适于基层演出的文艺剧（节目），不断提升文艺的
原创力。”一年来，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本着这一遵
循，坚持“出新出彩出精品”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呕心沥血，推出了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吸引力的
文艺作品，为广大群众奉献了一场场文化艺术大餐，
受到来自各方的热情点赞。

电视剧《安居》获得第 31 届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北方大地》入选
飞天奖提名名单；儿童电影《骑士阿吉》获上海电
影节展映单元奖、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歌舞剧《我
的乌兰牧骑》、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入选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目录。音像制品《永远的
乌兰牧骑》入选中宣部 2018 年重点主题出版物
选题目录。此外，围绕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组织文艺创作，共征集 61 件小戏小品，其中 8
件作品已演出，50 件作品完成剧本创作。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独创

的大型舞剧。这部舞剧以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
小姐妹龙梅玉荣的真实故事为题材，以民族英雄
精神为引领，经过为期两年的策划，排演、制作，
以高品质、高标准、高质量的舞台艺术精品形式
震撼问世。其升级版在今年的草原文化节隆重
推出后，立即引起轰动，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同行
们的高度赞扬。首演后，20 余位专家就舞剧的主
题思想、艺术价值、文化内涵、编排设计，以及音
乐元素、舞美灯光等进行了精彩的评议与解读。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文化部艺术司原
司长于平、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包银山等权威人士，从
专业角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作
品创作起来非常难，因为舞蹈艺术的特殊性在本质
上更接近于抒情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舞剧有非
常鲜明的个性，选材非常好，既大胆，又有意义。通
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为引领的英雄行为。这个英
雄行为被选择出来作为舞剧艺术的表达对象，选材
上非常独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冯双白特别指出
了这一舞剧巧妙运用时空交错、精神隔空穿越的艺
术构思，在传播精神价值层面回答了小姐妹的精神
能不能传承、初心能不能延续的重大时代命题。冯
双白用“在舞剧创作历史上具有开拓意义”，为这一
舞剧思想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做了结论。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今年的草原文化节上，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广大观众一致公认
的精品剧目。在之后召开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
上，凡是看过这一舞剧的观众，尤其是广大青少

年，都用“心灵震撼”“暖心感人”“时代楷模”“学
习榜样”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观感，社会舆论又
把人们拉回到了 50 年前的时空对话，艺术对现
实生活的再现，达到了感染人、鼓舞人的传播效
果。

艺术的魅力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给乌
兰牧骑队员的回信，给了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
新的动力。2018 年，随着草原文化节的圆满落
幕，不少创意新颖、表现手法精巧的艺术作品，通
过各类演出源源不断地呈现给观众。

《信仰的力量》是内蒙古艺术剧院精心打造
的一部九幕话剧，是为纪念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
而创作的一部历史大剧。马克思的生平坎坷跌
宕，传奇色彩浓重，关于马克思的资料信息更是
浩如烟海，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
民几代人的崇高信仰，而马克思又是一位生活在
异国他乡的历史人物，将这样一个宏大题材浓缩
在两个多小时的舞台艺术里，其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创作上的一个个难题，内蒙古艺术剧院
的艺术工作者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经过短短几个
月的打磨，就将《信仰的力量》适时献给了观众。该
剧通过一幕幕生动的场景，将马克思为追求真理，
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形象，完美塑造在舞台上。演出现场，观众不时报
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惊呼内蒙古艺术家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感叹导演的匠心独具，人们从每
一个场景的切换中，真切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感
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根植沃土，创新动力永不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