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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 初心未变 一面旗帜 迎歌飞扬 一份力量 自信自强

▲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舞台剧《朱日和情》剧照。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专题晚会。

“玛奈”（蒙古语，意为我们的）乌兰牧骑。这是广大农牧民群
众给予乌兰牧骑最亲切的称呼。在每一台大型晚会上，乌兰牧骑
的老、中、青三代队员们都会携手表演歌舞《玛奈乌兰牧骑》，抒发
内心的情感，感恩给予甘露的人民，祝福祖国美好的明天。

回望 1957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弥补那个时代文化生活
方式单一贫瘠的短板，乌兰牧骑应运而生。“乌兰”一词译为

“红色”，象征着光明与革命；“牧骑”是“嫩芽”的意思，引申为
文化工作队，自此“红色文化工作队”成为乌兰牧骑极其光荣
和艰巨的任务。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的演出场景是乌兰牧骑65年来始终不变的画面，
而发生改变的是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新老更替，是新时代
乌兰牧骑增加的工作职能。

“我们乌兰牧骑从建队时队员9人已经发展到51人，乌兰
牧骑从最初的演出、服务、宣传、辅导4项职能，现在也已经增
加到 8项，增加的内容包括创作、创新、传承和对外文化交流
等，虽然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但更给予我们激励，我们将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现任队长扎那说。

“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老额吉一起一针一线地绣队
旗，还记得每一次下乡演出和牧民群众在一起的开心和快乐
……”乌兰牧骑建队队员荷花老人回忆着。

“每一次下乡演出都非常亲切，农牧民最喜欢看的节目有
舞蹈、好来宝、呼麦等，他们期待的眼神、热烈的鼓掌总会给我
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有义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推陈出新，创作出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现役队员王蕾谈到这些年来演出的一些感受。

乌兰牧骑与牧民群众之间的感情真挚永久，这片苍穹草原深
处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乌兰牧骑的足迹，牧场、田间不时回荡起
乌兰牧骑的歌声，这也在党和基层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心相通，鱼水情更浓。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扬起这面红
色文艺旗帜，把农牧民群众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创
作的源头，把为群众演出、服务等各项职能的完成作为第一要
务和百川归宿，用精美的精神食粮回报农牧民群众。

乌兰牧骑发挥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
样、装备轻便灵活的特点，强化反映新时代、传播新思想、讴歌
新人物、倡导新风尚的社会效益，有效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民
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乌兰牧骑还统筹制定为基层演出的

“文艺服务”清单，根据农牧民、城镇居民、学生、部队指战员、
厂矿工地工人等演出对象的不同特点、不同需求，精准确定节
目、内容、形式和队员构成，提供更为精细的文艺演出服务。
尤其是到偏远嘎查村、边防哨所、工地现场开展“流动剧场”式
演出，真正做一支能够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勤劳的牧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在那万马奔腾的草原
上，丰收的歌声响彻四方……”一首《牧民歌唱共产党》迎来了
观众们阵阵掌声。这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走进基层经
常唱的一首歌。2022年11月，乌兰牧骑7个小分队再次奔赴全
旗7个苏木镇，以“乌兰牧骑+文艺+宣讲”的形式将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欢乐与文明送到基层群众中去。几十年来，乌兰牧骑创
作文艺作品3300余部，有300余部文艺作品获得中央、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等各级奖项。尤其是近5年，乌兰牧骑持续
强化文艺作品创作创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
紧围绕喜迎党的二十大、庆祝建党百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党史学习教育、乡村振兴、抗击疫情等主题内容，先后编创了
《总书记的回信》《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兵民携手
谋幸福》《这一天》《共创美好家园》等多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优秀作品，其表现形式包括歌曲、舞蹈、器乐、呼麦、晚会等，并通
过云上线下一同展演，学、创、演齐头并进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们
欣赏到。歌舞《一支轻骑兵从这里出发》入选全国优秀现实题材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歌曲《珍贵的信》入选第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反映祖国北疆军民团结一心、携手共建
家园的舞台剧《朱日和情》成功申请到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和内蒙
古自治区第七批舞台剧资金扶持。

一面旗帜，迎歌飞扬。近5年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先
后累计演出600余场，其中走进基层演出550场，走出区外演
出50余场。乌兰牧骑先后完成了2017年度《三农人物》颁奖
典礼、2018年全国政协茶话会、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手
挽手——精准扶贫央企在行动”演出活动、2020年《星光梦想
秀》特别节目录制、2021年在全国12个省市区开展的“向党献
礼 向人民汇报”乌兰牧骑巡回演出、2022年赴革命圣地延安
开展“重温延安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文艺交流演出等活动，其
中不乏走出国门的演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至国际，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乌兰牧骑已经从“红色的嫩芽”成长为“全国文艺战线的
一面旗帜”，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使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祖国的正北方。

肩负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乌兰牧骑全面强化新时
代政治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
统一。建成党的创新理论“宣讲队”和“宣传队”，完善边演边
讲、演讲互动的宣传宣讲服务模式。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示范队”，带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将嘎查村、社区、文化特色牧户、文化站、校园作为辅导阵
地，在全旗63个嘎查村启动“探索新时期群众文化创新发展”
乌兰牧骑辅导员进基层行动，实现从为基层“送文化”到“种文
化”的延伸。深入推进“乌兰牧骑+”流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体系，以“1+12+N”的志愿服务模式，培育了乌兰牧骑+理
论政策、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综合惠民的文明实践项目。近
5年，“乌兰牧骑+”志愿服务队先后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3000余场次，惠及群众6万余人。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
民”。乌兰牧骑全面实施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

“旗—苏木镇—嘎查村—文化
特色牧户”和“乌兰牧骑+业
余乌兰牧骑+小小乌兰牧
骑”纵横细密的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建成乌兰牧骑排
练厅，打造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掌上全景展厅，完善工
作形式，延伸服务手段，让乌
兰牧骑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乌兰牧
骑发展的印记中，成为鼓舞和激励基层
群众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乌兰牧骑的每一次实际行动都践行着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本
色，在促进文化繁荣、推进文化振兴、铸牢民族团结、稳固边疆
中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近5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先后被授
予全国“最美奋斗者”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
秀团队、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作出了重要部署。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正在积极回应着
国家和民族、时代和人民的召唤，植根于深厚的红色文化血脉和
丰富的文艺实践，使之无愧于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这份荣誉！

▲乌兰牧骑小分队走进牧民家开展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演出服务活动。

（本版图片由苏尼特右旗融媒体中心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提供）

讴歌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逐梦绽芳华逐梦绽芳华
□张艳敏

这是一台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精神之舞；这是一支根植沃土，守正创新的队伍。这就是诞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草原上的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就是这支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在2017年11月21日，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温暖回信。每一句嘱托都坚定着这支队伍的文化自信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65年前的一首开篇之作《乌兰牧骑之歌》一直传唱至今，它的作者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第一任队长乌力吉陶克套。每次走进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展厅，都能够听到这优美的旋
律。“我们扎根草原，以文艺启蒙草原儿女；我们一心一意，努力使牧区焕然一新；我们是文艺轻骑兵，我们是人民的乌兰牧骑……”朴实的歌词诉说着乌兰牧骑的情怀。

65年后的今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依然坚守着为民服务的情怀，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根植沃土创新发展纪实

乌兰牧骑小分队走乌兰牧骑小分队走
进养老院开展慰问演出进养老院开展慰问演出。。

天为幕布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地为舞台。。

▲为时代起舞 为人民放歌——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主题汇报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