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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内蒙古艺术剧院聚焦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守社会主义
文艺的根本立场，创作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艺术作品，在主题立意、创新融
合、扎根基层三个方面都获得了各级各界的肯
定和观众的认可。

2022 年，内蒙古艺术剧院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开年
之际谋划了多项重点创作剧目。2022 年 1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
幕，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政协委员围绕自治
区艺术创作、院团发展和人才建设提交了各自
的提案。

舞剧舞剧

《《骑兵骑兵

》》海报海报

。。

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古艺术剧院：：：

无愧使命担当无愧使命担当无愧使命担当 不负伟大梦想不负伟大梦想不负伟大梦想

二人台艺术团演出剧照二人台艺术团演出剧照。。

话剧团演出话剧团演出““党史短剧党史短剧””。。

交响诗画交响诗画《《我愿以身许国我愿以身许国》。》。

交响曲交响曲《《旗帜旗帜》。》。

2021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式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
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
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
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
动力。

2021 年 1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
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
厉，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自治区广大文艺工

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既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文艺事业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历史性成就，
也高度评价了文艺工作者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
业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向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
提出殷切希望，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内蒙古艺术剧院结合党的二十大和北京冬奥
会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在培根铸魂上
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
身上焕发新风貌的总体要求，研究制定了 2022 年重
点任务、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大家纷纷表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对文艺工作的深远指导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决策部
署上来，守正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用艺术展示时代之魂

作为自治区级文艺领域“领头羊”单位，内蒙古
艺术剧院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
紧紧围绕内蒙古“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
堡”的战略定位，创作完成现实题材的精品剧目 18
部，中小型作品创作 20 余个。主要包括入选文旅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重点扶持剧目“百年百部创作计划”的舞剧《骑
兵》和交响曲《旗帜》，入选文旅部 2020—2021年度

“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内
蒙古自治区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红色百年内
蒙古”项目扶持剧目民族管弦交响组曲《奋斗》，以及
交响组歌《永远跟党走》、合唱音乐会《永远跟党走》、

交响诗画《我愿以身许国》、民族曲艺晚会《拉起四胡
唱新歌》、党史情景剧《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青春
之歌》、革命题材二人台小戏《半条棉被》《青山作证》

《烽火衣》、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京剧《红色经典
专场晚会》、杂技剧《美好生活》等。

2021年是内蒙古艺术剧院艺术创作成果丰硕的
一年。全年创作、表演的舞蹈、合唱、魔术类作品共获
奖37项，包括国际大奖5项、国家级大奖6项；省级或
自治区级大奖 21项；中国杂技界最高奖 1项；其他集
体或个人奖 7 项。这些累累硕果充分印证了广大内
蒙古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

艺术创作百家争鸣 艺术作品百花齐放

2021 年，内蒙古艺术剧院围绕“重大国家战略”
重点创作剧目 6 部，即：聚焦内蒙古“两个屏障”“两
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创作话剧《高高
的兴安岭》；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创作杂技剧《美
好生活》；聚焦黄河文化传承，创作民族交响曲《黄
河》、管弦乐组曲《温暖的几字弯》（漫瀚调改编创
作）和二人台现代戏《黄河长歌》；聚焦“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战略，创作交响乐作品《绿色长城》。

围绕“重要精神财富”重点创作剧目 3 部，即：聚
焦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重要精神，修改提升舞剧

《骑兵》；聚焦“两弹一星”精神，修改提升交响诗画
《我愿以身许国》；聚焦“三千孤儿入内蒙”，重点创
作音乐剧《命运》。

围绕“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创作剧目 2 部，即：聚

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作歌剧《江格尔》，
修改提升民族曲艺晚会《拉起四胡唱新歌》。

创作形式多样的单项节目 26个，创作绿色生态、
固守边疆、人间真情主题的舞蹈类作品7个；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人民形象的杂技类节目1个；创作以中华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为主题的歌曲6个；展现
传统文化的器乐类作品2个；创作展现科技发展和“小
康生活”的小品3个；改编经典文学的小戏4个。

推进“扎根基层、情系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内
蒙古艺术剧院围绕 12 部重点创作剧目开展“扎根基
层、情系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5 次，分别前往呼伦贝
尔、通辽、兴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
巴彦淖尔、阿拉善、乌海及新疆、青海等地采风的同
时开展文艺服务活动。

聚焦重大主题 剧目精彩纷呈

文艺为民服务 演出扎根基层

内蒙古艺术剧院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扎根基层，想群众之所想，谋
群众之所需，实现群众之所盼，坚定社会主义文艺
的根本立场，坚守文艺为民的初心使命，在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上勇毅前行。

2021 年，内蒙古艺术剧院全年完成各类演出
918 场，其中以“学七一讲话·唱时代赞歌”“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百团千场下基层”活动，深入农
村牧区、厂矿企业、社区街道、部队武警、边防哨所等
基层实际完成为民演出328场，其中深入艰苦边远地
区演出近120场，占全年下基层演出的36%。内蒙古
艺术剧院坚持文艺为民服务，演出扎根基层，开辟思
路、大胆创新，发挥了艺术领域的“主力军”作用，展现
了国有文艺院团的担当和使命。

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
内蒙古艺术剧院合唱团一级演员巴德
玛、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副团长李继
春两位委员积极参与分组讨论，并分别
提交了各自的提案。曾在第 24 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中获得第 30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巴德玛此次提交的
是关于“围绕深化全区职称改革工作，
提高内蒙古国有文艺院团职称评聘岗
位比例”的提案。

她建议，针对国有文艺院团制定艺
术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聘岗的有关政
策支持，提高职称评聘岗位比例，激励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创作人员，鼓励其创
作的主动性，在岗位聘用上不作年限、
学历、专业的限制，适当破格兑现高一
级岗位待遇。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京剧团副团长
李继春提交了关于“内蒙古戏曲艺术专
业人才在教育、培养上进行产、学、研结
合”的提案。“自治区政府应重视内蒙古
戏曲艺术专业的教育问题，扩大艺术院
校奖助学金覆盖面，加大对优秀学员的
奖励力度。”李继春建议，要解决艺术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艺术院校与剧院
要加强合作，根据剧院需求，定向培养戏
曲艺术人才。

下一步，内蒙古艺术剧院将继续聚
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为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添砖加瓦，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
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内蒙古艺术
剧院将继续当好新时代文艺建设的答
卷人，答好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考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
卷。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武峰）

弘扬行风艺德
认真履职尽责

2022 年 ，内 蒙 古 艺 术 剧 院 将 通 过
实施一系列举措，大力提升文艺作品质
量，积极进行文艺惠民演出和组织优秀
剧目全国巡演项目。

面 向 全 国 重 点 推 送 新 创 话 剧 、音
乐 剧 交 响 曲 等 剧 目 参 选 创 作 扶 持 工
程，面向自治区重点推送 8 部剧目参选
内蒙古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进一步实
施文艺惠民演出工程，开展主题鲜明、
色彩纷呈的惠民演出活动。组织开展
包括舞剧《骑兵》在内的 7 项全国巡演，
做 好 中 华 优 秀 艺 术 传 承 传 播 工 作 ，以
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
名声。

提升作品质量
做好传承传播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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