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分会场西部分会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宏伟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宏伟
村村。。主持人主持人：：贾卓炎贾卓炎，，闫广懋闫广懋。。

主会场主会场·· 舞蹈舞蹈《《爷爷们爷爷们》。》。

主会场主会场··歌舞歌舞《《老百姓的好日子老百姓的好日子》。》。

东部分会场东部分会场··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花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花
灯嘎查灯嘎查。。歌舞歌舞《《科尔沁欢宴科尔沁欢宴》。》。

主会场主会场··歌舞歌舞《《欢乐夜欢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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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性”是历史永恒的旋律。新时
代对于“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提出了更高标准。立足新时代，自治区文
艺宣传践行新原则与新要求，做到“人民演”与

“演人民”，强化“人民主体”，引领“时代新风”。
基于此，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确立了本次

农牧民春晚“扎根农牧民，引领新风尚”的创
作定位，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晚会以呼和浩特为主会场，选取了草原
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的通辽市与巴彦淖
尔市作为东西部分会场。主创团队深入基
层，调研学习，开掘文化资源，实现优化重组，
并且克服了重重困难，组建了这场农牧民占
比95%的千人群众演出。其中，主会场歌舞
《老百姓的好日子》表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
内蒙古农牧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来自12个

盟市的 100余名农牧民代表从舞台的 12扇
红门走出，献上特产，唱响喜悦，烘托了春节
喜庆氛围的同时真正做到了“人民演”与“演
人民”。主会场歌曲《草原情歌王》源于网络
征集，主创团队选取了广受农牧民群众喜爱
的70首草原歌曲，由著名音乐人包胡尔查按
照作曲规律精选了29首曲目重新编排，构建
了一幅草原金曲“版图”。同时，歌曲演唱者
傲日其楞作为央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
军，亦是农牧民群众网络投票中脱颖而出的
牧民之子。

文艺创作坚守“人民性”的同时也注重
“时代性”，人民是具体而非抽象的主体，是历
史中变化与时代中发展的主体。文艺创作须
在“时代新风”中具象而审美地观照“人民主
体”，这亦是“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品鉴之所在。本次农牧民春晚彰显着“时
代新风”。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得主王占
昕作为来自基层并长年服务基层的人民艺术
家，广受群众欢迎。此次在巴彦淖尔市分会
场演出时王占昕与其子王舜以二人台《夸河
套》的传统曲调表达了精准扶贫的时代新
声。“八百里的河套，八百里的米粮川”，“你看
咱这会儿的新农民，建起了微信群，不用出家
门，手机上头一按，土特产，到海南”，“整整齐
齐的农家院，小车停在家门口，家家户户的房
顶上，安上了太阳能”，歌词极富地域性、群众
性、时代性。诚然，二人台是内蒙古经典的民
间曲艺，但经典并非凝固不变。每个历史时
期的艺术实践都须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注入新
的时代感悟，使经典延续发展，从而散发时代
魅力。

思想精深：人民主体与时代新风

2019年内蒙古农牧民春晚不仅融汇了草
原文化、农耕文化、城市文化、国际文化，而且
在多元创作要素优化组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概括起来，即“美美与
共，创新优化”。

中国美学自古讲求“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主张舍“同”取“和”。所谓“和”，是不同
色、声、味的矛盾统一；所谓“同”，是单一色、
声、味之简单叠加。只有做到“和”，方能形成
不同要素的审美张力。本次农牧民春晚通辽
市分会场的《八百里科尔沁是我家》基于主创
人员的基层考察与艺术提炼，采用了农民“秧
歌舞”与牧民“安代舞”两种元素，采取了群众

“广场舞”的表现形式，在露天灯光与夜幕烟花
的映衬下，运用多景别、多机位，以及摇臂运动
镜头等影像手法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艺术融合。作为内蒙古东部最大的枢纽城
市，通辽市是多元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共存
的文化“枢纽站”，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充分诠
释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张的“各美其美”
和“美美与共”。主会场舞蹈《爷爷们》系中国
舞蹈“荷花奖”作品，以喜剧格调反映了新时代
牧民爷爷们的新风貌，同时实现了草原文化、
城市文化与国际文化等多重元素的创造性转
化。舞蹈音乐富有层次感与形象感，时而是传
统的草原民谣，时而是美国的爵士乐，时而飘

扬在广袤的碧野上，时而飞扬在绚烂的都市
中。舞蹈叙事不仅塑造了乐观、幽默、淳朴、潇
洒的牧民爷爷群像，而且注重每个形象恰如其
分的个性化表达，使舞蹈兼具抒情性与叙事
性。道具运用充分开掘了中西方舞蹈的写意
共性，将道具拐杖幻化成自拍杆、马头琴、拔河
的绳子等，实现了舞台时空的自由转化。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应引领生
活。本次农牧民春晚将精深的思想旨归融于
精湛的艺术形式之中，以人民性、时代性、艺术
性、审美性扎根农牧民，引领新风尚，发挥了文
艺理论家仲呈祥先生提出的“以文化人、以艺
养心、以美塑人”之文艺功效。

艺术精湛：美美与共与创新优化

制作精良绝非追求奢华，而是追求匠心独
运与精益求精。2019年内蒙古农牧民春晚的主
创人员独具匠心，在主会场的舞美设计上突破
了传统剧场式形态，采取了演员区与观众区
360度全方位互动的形式。舞美设计以“天圆地
方”“四海同庆”的理念诠释了草原文化与农耕
文化的融合。色彩斑斓的圆形穹顶是蒙古包造
型的写意，穹顶之下是宽阔的主舞台，与主舞台

正面衔接的是构成副舞台的巨大“田”字。演员
在“田”字纵横交错的通道上与“田”字4个方形
凹槽中的观众全方位互动，强化了舞美的功能性
与群众的参与性。与此同时，从策划、彩排、录制、
剪辑、审片、修改直至播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不
断优化排练方案、调整节目形式，在录制完成后
与正式播出前，又进行了几轮精益求精的审核与
修改，就是力图在2019年春节期间为全国农牧

民群众奉献一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精神文化盛宴。

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
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本次农牧民春
晚主创团队坚持“扎根农牧民”与“引领新风
尚”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对“两个结合”的自觉
遵循。唯有如此，文艺创作者方能不断谱写出
无愧于人民与时代的新篇章！

制作精良：匠心独运与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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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牧民春节联欢晚会是全国首届以农牧民为创作与接受主体的省级卫
视春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主会场主会场··开场歌舞开场歌舞《《春天来到我的家春天来到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