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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报传播能力

，提升党报宣传效果

唱 响 文 化 最 强 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市文化建设成果丰硕

◎文/图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张晓艳

文化惠民扩大幸福半径
在鄂尔多斯，总有一盏灯为读书人而亮，

“你阅读·我买单”、室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
便民服务，为市民随时畅游知识海洋，提供了
理想场所；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公益性艺
术辅导培训，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圆梦舞台；在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各种文艺表演、全民
阅读、民族电影展映、书画展览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多达200余项；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接待宴会和
高级别会议接待宴会、第六届国际库布其沙
漠论坛开幕式、中国体育文化旅游博览会文
艺展演等重大场合，一场场精心策划、完美演
绎的文艺活动诠释着“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
最闪光的内涵、最曼妙的风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文化立世，文化兴邦，从文化惠民开始。
自2013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来，鄂尔多斯市夯实文化

服务基础设施，相继建成了一批标准化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
合理、实用便捷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公共文
化机构的公众形象、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
升。全市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达到164万平
方米，人均0.78平方米。拥有文化馆、群众艺
术馆10个，公共图书馆9个，注册博物馆（纪
念馆）29个；苏木乡镇和街道文化站75个，嘎
查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956个。鄂尔多斯
市图书馆和群众艺术馆均为标准地级一级
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为国家一级馆。全市广
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 99.3%和
99.0%。有线电视用户数达29.2万户。全市
直播卫星户户通用户达到15.7万户，地面数
字电视用户达15.6万户。

全民阅读、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惠民工
程深入实施；东胜区图书馆等5个单位被自治
区命名为2015—2016年度全区基层文化十
佳单位；康巴什国际创意彩灯文化节、乡村文

化节、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农民丰收节等
群众文化活动和艺术普及等各种普惠型群众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农村牧区文化大院、文化
户兴起壮大，群众自发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
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全市
年均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3000多场次，构
建起“城镇10分钟文化圈”“农村2公里文化
圈”“牧区10公里文化圈”，基层群众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更加充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地区建设
成果进一步巩固。

2018年，全市文化部门深入开展文化惠
民活动，推进优质文化资源向农村牧区倾斜，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大攻坚战”，全市举
办“乡村文化节”“百日消夏广场文艺演出”“农
牧民文艺汇演”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30余
场（次），参与群众150多万人（次）；百部千场
电影下基层，放映162场，励志电影进贫困村
295场。共放映757场次，观众人数达5万人

次；为脱贫攻坚注入恒久活力。
2016年6月，鄂尔多斯市被列为首批国

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也是自治区唯一的试
点城市。自入选试点城市以来，通过开通文
化消费惠民平台，举办鄂尔多斯文化消费季
等活动，文化消费逐渐成为全市新兴消费热
点。鄂尔多斯文博会、国际创意文化大会等
重点展会平台效应突出，文化、旅游、科技、体
育等产业深度融合，为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创新与发展，快马加鞭；保护与传承，亦
步亦趋。我市出台了《鄂尔多斯文化生态保护
区建设规划》，为文化遗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重点文物遗址保护得到加强，长城、古建筑、岩
画等文物保护工程有效实施；鄂托克前旗“1+
6”红色培训教育基地建成投入使用，成为全市
乃至全自治区重要的革命传统和教育基地品
牌⋯⋯到目前，全市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遗
址点959处，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5处、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2处；萨拉乌苏遗址被列
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中，乌兰木伦考
古遗址公园被列入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现有国家级项目6项，自治区级项目92项，市
级项目180项；国家级传承人9名，自治区级
传承人77名，市级传承人233名⋯⋯鄂尔多
斯正在传统的结晶里吮吸着源源不断的文化
养分，为普惠于民掘开一座座新的宝藏。

五年的沧海一瞬，五年的创新精进；五年
的初心守正，五年的铿锵实践。一个个具体
而微的场景，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
斯生动丰富的文化景致；一个个愉悦心灵的
瞬间，折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共享发展
理念。

文化绘锦绣，无日不趋新。赶上好时代
的鄂尔多斯文化文艺工作者，定当再接再厉、
以文化人，厚植文化资源，引领文化潮流，让整
座城唱响文化的最强音。

文化精品铸就精神地标
2018年8月12日，在第34届中国哈尔

滨之夏音乐会期间，由准格尔旗乌兰牧骑排
演的漫瀚调音乐剧《牵魂线》，在哈尔滨国际会
展中心环球剧场上演。苍凉空阔的漫瀚调加
上浑厚多变的蒙古族音乐元素，一个来自民
风淳朴、蒙汉相融的黄河岸边的动人故事跃
然眼前，上万名观众看后赞不绝口。

五年里，文化的种子在鄂尔多斯许多重
大历史节点长成一片浓荫、开出一树繁花。
它们珍贵地成为鄂尔多斯精神谱系里的一个
又一个“地标”。这，便是文化精品的力量。

不负时代，无愧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
鄂尔多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从传统文化

汲取养分，持续深入实施了“十个一”文化工
程，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通过编撰一套鄂尔多斯百科全书、创建
一批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地区和单位、打
造一批群众文化活动品牌项目、建设一个鄂尔
多斯文化信息资源大数据平台、培育一批产值
千万元以上文化产业项目、每年创作一部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每年推出一组原创优秀歌曲、
每年扶持一组微电影、每年制作一部纪录片、
每年拍摄一部反映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电影或影视剧等10个项目，在全市文艺界
掀起一股“创精品、出精品、树精品”的热潮。

精耕细作之下，文化硕果压枝。鄂尔多

斯诗歌那达慕，草原国际舞蹈嘉年华等品牌
活动精彩纷呈、影响广泛，鄂尔多斯市被中国
作协授予“中国诗歌之城”称号；全市新创剧
节目 50多台，新创音乐、舞蹈、曲艺等作品
500多件，先后有6件作品入选参加了全区新
创小戏小品展演，17件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
区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决赛，作品入围数量和
获奖数量均为全区第一。5部作品获得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6部作品荣获第十一届自治区
艺术“萨日纳”奖；乌审旗乌兰牧骑舞蹈《旃檀
席热》、蒙古剧《黑缎子坎肩》荣获自治区“五个
一工程”奖；杭锦旗乌兰牧骑蒙古剧《阿拉腾鸿
达嘎》入选参加了全区首届蒙古语戏剧节；舞

剧《库布其》在“第十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
“第十四届自治区草原文化节”上成功演出，并
荣获草原文化节优秀剧目奖；儿童剧《和谐四
瑞》、蒙古剧《阿拉腾鸿达嘎》在蒙古国“格根木
扎”国际戏剧节上荣获17项大奖；情景歌舞节
目《美好家园》荣获首届全区农牧民文艺节目
展演一等奖⋯⋯

2018年，全市20多名优秀创作人员深
入各乌兰牧骑、乡苏木、嘎查及企事业单位、厂
矿进行创作采风和生活体验活动，重点以“乡
村振兴战略”、三大攻坚战为主题，创作出50
多件“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的艺术作品。
特别是紧紧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

大主题，创作演出了《圆梦新时代》《这片草原》
《牵魂线》《石榴红了》《千古情缘》《乌兰牧骑的
热喜》《茫瀚巴拉尔畅想曲》等一批彰显时代特
征、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深受群众喜爱的
优秀剧节目。准格尔旗音乐剧《牵魂线》入选
参加了第十三届全国声乐展演；鄂托克前旗
红色音乐剧《石榴红了》荣获自治区草原文化
节优秀剧目展演表演金奖，舞蹈《顶碗舞》《骑
着马儿过草原》入选了第十二届中国舞蹈展
演，为全区唯一有作品入选的盟市。

⋯⋯
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成为鄂

尔多斯情暖世界、智动未来的“金名片”。

乌兰牧骑红遍大街小巷
2017年11月，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登上

“2017中国（广州）国际演艺交易会暨丝绸
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年会”的舞台，征服了来
自世界各地演出行业的专家级观众，“一带
一路上的乌兰牧骑”成功亮相世界；2018年
1月，乌审旗乌兰牧骑赴德国参加由德国柏
林主办的“中国文化中心2018年欢乐春节”
德国华人主题春晚《美丽草原我的家》大型
活动；2018年，泰国“欢乐春节”大型文艺演
出活动开幕式上，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的演
员们通过优美的舞蹈和悦耳的歌声为现场
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2018
年中秋佳节，伊旗乌兰牧骑队员走出国门，
在斐济共和国首都苏瓦市进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精彩惠民演出⋯⋯
而在全市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

时处处都能看到乌兰牧骑的足迹，他们在牧
区载歌载舞，他们在农村助力脱贫，他们在
社区指导文艺演出，他们出学校、进厂区，他
们行陌野、走城区，他们是鄂尔多斯高原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文化的风信子，随着一支支“红色文艺轻
骑兵”活跃在鄂尔多斯高原，奔跑在世界舞
台。他们耕耘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传递
党的声音和关怀，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
旗帜；他们讲述中国故事，传唱中国声音，把

“鄂尔多斯品牌”这张名片写进世界目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与给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
精神，引导全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树立精品意识，攀登艺术高
峰。先后出台了《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制定了《乌兰牧骑事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全市乌兰牧骑考核评估管理
实施细则》等配套政策，为乌兰牧骑事业发
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市本级为每支乌兰牧骑
安排专项惠民演出补贴资金45万元。市直
属乌兰牧骑、准格尔旗乌兰牧骑、东胜区乌
兰牧骑成功挂牌，并在全自治区率先组建了
乌兰牧骑联盟，全市专业乌兰牧骑达到9支，

推动组建成立了8支“法制乌兰牧骑”、27支
“小小乌兰牧骑”。

同时，全市基层乌兰牧骑以“百团千场”
“扎根草原·情系人民”“乌兰牧骑助推扶贫
攻坚进村巡演”等文化惠民演出助力脱贫攻
坚，深入农村牧区演出1000余场次，服务农
牧民达 80多万人，创作出歌曲、舞蹈、表演
唱、小戏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40多
件，源源不断地将党的政策和关怀送到千家
万户、田间地头，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贫困不拒绝文化，脱贫离不开文化，文
化有助于脱贫。《2018年全市宣传文化系统
助力脱贫攻坚“六进村”活动实施方案》出台

后，在“红色文艺轻骑兵”旗帜引领下，“弘扬
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
务活动热潮涌动，全市“草原综合服务轻骑
兵”深入农村牧区开展了理论宣讲、文艺演
出、文化辅导、医疗、卫生、科技等集中服务
活动，为打好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凝聚精气
神、集聚正能量。

当“红色文艺轻骑兵”策马扬鞭再奋进，
每一个足迹都蕴藏着一种荣光。7支乌兰牧
骑，被评为自治区一类乌兰牧骑。乌审旗乌
兰牧骑被自治区授予“乌兰牧骑建立 60周
年十佳乌兰牧骑”称号。杭锦旗乌兰牧骑获
评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文化是城市的血脉。血脉有源，有根。
鄂尔多斯从不缺乏文化的根脉与土壤，今天的这座城市，新时代的文化正在为城市品质铺陈出更加壮美的亮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推进西部文化强市建设，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品牌愈发闪亮，文化产业春潮涌动⋯⋯来

自文化文艺战线的濡养，既如静水流深，浸润着 200 万草原儿女的心田；又如战鼓擂响，激励着文化战线迎风张帆追赶万紫千红
的新时代。

清晨，阳光洒进乌海市乌达区的中央公
园，落在树上、步道上、广场上、水面上，也落
在来来往往晨练的人群身上。步道上，三三
两两地走来晨练的市民，昂首阔步、意气风
发；广场上，活动着跳舞的市民，步履轻盈、
幸福满满。

中央公园位于乌达区棚户区居民搬迁
安置区核心区域，2013年正式开工建设，是
安置区南北向中轴线上重要的一环，辐射整
个安置区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属于提升市
民幸福指数的惠民工程。

棚户区居民搬迁安置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建设安置房的同时，乌达区把配套

服务设施建设放在与住宅同等重要的位
置，将居民安置与民生工程有机结合，完
善居民安置点周围的道路、学校、医院、市
场等基础设施，着力改善搬迁居民的居住
环境和生活条件。中央公园是其中重要
的一项工程。

整个公园占地14万平方米，设计依托
原始地形、突出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秉
承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大众审美的理念，围
绕叠翠湖、碧葭湖设置台地广场、涌泉亭、
桃花岛等十余处景观，在亲水近绿、休闲娱
乐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走进公园，一条东西向的宽宽的道路将

整个公园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沿着园中路
向北侧走，依原有地势而建的土坡上种着多
种树木，在不同的季节为公园披上彩装。低
洼处是一片清澈的湖水，这里是碧葭湖。靠
尽湖边长着高高的芦苇，湖水与芦苇相依互
拥，为公园增添了更多灵动。远处，曲折的
小桥架于湖面上，为来往的游人提供了更
多趣味。在碧葭湖最西侧是由房山石叠
起的高高的造型，在合适的季节，这里将
会有瀑布飞流而下。“园内尊重原始地形，
低的地方做成水面，高的地方建成景观，
这正是公园建设中的一个亮点。”乌达区
中央公园负责人高飞说，“以前，公园所处

的位置是一大片荒滩，影响美观、也给附
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不便。经过多年
的整治，改善了环境，更变废为宝、成了市
民重要的娱乐场所。”

目前，绿化与水体比例分别占到全园
的 60%和 30%。绿化方面以乡土树种为
主，并引进了驯化苗木共计 30 余种，以密
植、群植等方式加大种植密度，也实现了常
绿树和落叶树的搭配，让市民四季都能见
绿、见景；水体则贯穿全园，假山、曲桥、叠
水、涌泉等元素与水体相融，增加了水体情
趣，让市民有更多机会亲水、亲近自然。

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锻炼的市民，乔

道芹和队友每天都会到公园的小广场上跳
广场舞。“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土滩，出门没有
什么地方可去。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看
有树、有水，空气又好、离家又近，为我们锻
炼提供了方便。”说起这里的变化，乔道芹感
触深刻：“在这里生活很开心、很幸福。”

如今，园中道路已经铺设完毕，沿着叠
翠湖、碧葭湖延伸而去；路灯、座椅、警示牌
等已安装到位，为市民休闲提供最基本的服
务功能。“目前，中央公园的基本服务功能齐
全，具备了全面开放的条件。接下来，乌达
区还将按规划不断完善，在细节方面让公园
更加精致。”高飞满怀憧憬地说。

小 城 再 添 休 闲 好 去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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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家园 欢乐乡村”走进乡镇。

为农牧民配送公共文化服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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