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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力量。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

□张淑利

1949年以来，我国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有5
项落户包头，共和国钢铁骄子——包钢就此诞生。
为加快包钢的建设，国家给予政策上倾斜，自治区
和包头市政府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将包钢建设当
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兄弟厂矿则给予技术和人
才上的支援，全国各族人民从人、财、物等多方面
无私奉献，最终谱写了“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

“齐心协力建包钢”的绚丽篇章。如今，60多年过
去了，全国支援包钢的场景已成为一代人难以磨
灭的集体记忆。今天，追忆包钢建设的火热年代，
挖掘它的时代价值，继续发扬守望相助、甘于奉
献、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包钢精神，对于坚定“四
个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四史”
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集中力量

办大事，我们能克服一次次磨难，经受住一次次考
验，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包钢作为“一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从筹备到
选址，从技术到人才，从材料到设备，都得到党中
央、国务院以及各部门的重点关注。

为加快包钢建设，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响应
支援包钢，1号高炉从零开始，仅用17个月建成。
1958年，建设遇到设备和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冶金工业部、铁道部等
部门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包钢面临的问题。
1959年1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出了“包
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口号，同时登载了《保证
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社论说，包钢是全国建
设的重点项目，是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一着。包钢
的建设，关系到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改变内蒙古经
济面貌。为此，全国上下，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
积极行动，掀起一个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当时，
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全国各
地运到包钢。正是这种“全国一盘棋”“集中优势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在关键时期调动全
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包钢走出困境，保
证了包钢按时出铁出钢，按计划完成生产和建设
任务。

践行各民族守望相助理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

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

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守
望相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包钢的建
设中得以充分展现。一部包钢的建设发展史就是
一部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团结进步史。

来自全国各地的8万多各族儿女风餐露宿、
手拉肩扛，在荒滩上筑起钢城；1953年，为支援包
钢建设和白云鄂博铁矿的开发，内蒙古人民让出
牧场、迁移敖包，书写了“各族人民建包钢，内蒙古
儿女献宝藏”的动人篇章。

包钢早在筹备时期，就非常重视民族干部和
工人的培养和接收。1954年底，包钢公司本部有
干部876人，其中汉族841人，蒙古族21人，回族
6人，苗族1人，朝鲜族2人，满族5人。民族干部
共有35人，占公司本部所有干部比例近4%；1959
年，包钢职工中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共计2082人，
占职工总数的2%；到1964年，包钢的民族职工干
部占职工总数4.4%。

包钢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秉承初
创时期天然具有的民族团结的红色基因，在培养
民族干部、关怀民族职工生活方面起到模范引领
作用。到 2017年，包钢先后 5次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这些荣
誉的获得，正是包钢人发扬守望相助、团结和睦、
共同发展的民族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真实写照和模范践行。

发扬自强不息的包钢精神
从产出第一炉铁水，到年产近 1500万吨钢

材，60多年来，一代代包钢人用钢铁般的意志谱
写了包钢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百折不挠的发展史、
敢于突破的创新史。

包钢初创时期，包头市昆都仑区、青山区还
是一片荒滩，环境艰苦，物资匮乏。但从中央和
华北局等党政机关抽调的管理干部、鞍钢技术骨
干、大专院校的知识分子和退伍军人，毅然放弃
舒适的生活条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包钢的建设
中。

60多年来，奋进的包钢人克服重重困难，锐
意进取，刻苦努力，从“一炉铁”到“百种钢”，实现
了巨大飞跃。可以说，一部包钢史，就是一部创新
创造史。一代代包钢人把当年“齐心协力建包钢”
的精神能量转化为生产力，一批批“包钢制造”走
向全国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创下多项第一。如今，
全球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三分之二的钢轨来自
包钢；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各大油田以及钢结构
领域，包钢的无缝钢管占据一席之地；“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神舟”系列飞船、“中国探月工程”等国
家重点工程，也都有包钢稀土产品的身影。

60多年的包钢发展史，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的包钢人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见证着共和国工业
骄子的初心和使命，激励着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建
设者和创造者接续前行。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阴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齐心协力建包钢齐心协力建包钢””
历史佳话的当代价值历史佳话的当代价值

源于群众、面向群众，用群众
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语言宣传
国家大政方针，通过群众身边的
生动事例弘扬勤劳善良美德，表
演者对仗工整的生动语言加上活
灵活现的表情，让广大群众在赏
心悦目、轻松愉快中接受正能量
的教育和熏陶，这就是呱嘴的魅
力。

作为土生土长的语言艺术，
呱嘴用方言作表达方式，用身边
人说身边事，把高深的道理用贴
近生活、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出
来，满足了当地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
和表演形式同样离不开生活。看
似土得掉渣的呱嘴，实际上是与
我区西部农村农民贴得最近的艺
术，要实现宣传的精准化 、分众
化，体现针对性，在农村就需要呱
嘴这样的艺术，因为它好听 、好
懂、好看，自然容易在听众中激起
共鸣，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呱嘴作为深受西部农村群众
喜爱的语言艺术，创作者和表演
者决不能躺在以往的老版本上吃
老本，而是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
做到与时俱进。作为呱嘴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更应该
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为人民创作、
为人民演出、为人民抒怀。

呱嘴能够从巴彦淖尔市本地
走向全区，从内蒙古走向别的省
市，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小剧场
登上大舞台，充分说明了这种艺术
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发掘传承
弘扬好呱嘴这一本土文化，选好传
承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把这种
乡土气息浓郁的乡土文化进一步
发扬光大，不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所
需所盼，而且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责任。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传承弘扬呱
嘴这种非物质文化，同样要做到固
本浚源、培根铸魂，让这项艺术瑰
宝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丰富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
新世纪新阶段焕发出更加灿烂辉
煌的光彩。

乡 土 技 艺 照 样
能 登 大 雅 之 堂

苏永生

【一言】

呱嘴《走在幸福的大路上》。

参加第四届中国西部优秀曲艺展演。

王占新在阿拉善公安消防支队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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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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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嘴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曲艺形式，它从老百姓的心底喊出，淳朴而自然；它融汇了汉、蒙
古、回、藏、满等多个民族的艺术精华，包容而开放。一字一句皆是熟悉的乡音，一招一式源自浓厚的乡
情；腔调转换中唱尽老百姓身边的鸡毛蒜皮、大事小情，台步腾挪间讲遍新时代北疆大地的新变化。

今年5月19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内蒙古
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曲艺项目呱嘴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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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嘴其实就是二人台的顺口溜，
来源于民间的串话，近似快板，属于曲
艺的贯口，又叫干嗑、溜呱嘴、数板。”呱
嘴项目传承人王占新介绍，呱嘴的表演
方式是只说不唱，语言一般合辙押韵，
句式以七字为主，但并不死板，可长可
短，可推可闪，根据内容的需要，可采取
垫字、减字，单句、双句、切句、垛句等手
法，有的句子可以增加到数十字之多，
它以叙事见长，在短时间内能够表达较
多的内容。

呱嘴采用群众语言，以老百姓的口
语为主，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朴实无
华，是西北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
曲艺艺术形式。以云双羊为首的第一
代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把民间的串话、顺
口溜用到二人台表演艺术当中，使呱嘴
成为二人台艺术家们长期表演加工、流

传于世的一项珍贵的文化遗产。“过去
打地摊演出，为了吸引观众、活跃气氛，
开演前由丑角先说一段，等观众情绪稳
定下来再上演正戏。呱嘴说唱时一般
不加入其他器乐伴奏，只有打击乐，用
梆子增强节奏感。因为是运用本地方
言说唱，在辙韵的使用方面比普通话更
自由、生动，也更随意、活泼。有时只要
大致合韵，不跑韵即可，没有太严格的
韵律规矩，只要老百姓能听懂，听起来
亲切、顺溜，能接受就行。”王占新说。

据史料记载，呱嘴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中西部地区以及河北省、山西省、陕西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其起源
与明清时期的走西口有着直接的关联。
明末清初，随着走西口移民与内蒙古地
区当地人的杂居、融合，各民族在文化艺
术上也相互交流、吸收、借鉴，在长期共

同的生产生活中，以民间串话为基础，形
成了一种曲艺形式——呱嘴。它是说唱
类里的韵诵体，简洁明快、诙谐幽默，所
反映的内容主要以赞美勤劳、善良，贬斥
懒惰、邪恶为主线，蕴藏着许多哲理和生
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是汉
蒙人民和谐相处、共同生活的真实记
录。在传统二人台中，呱嘴与唱和舞并
用，多用于传统剧目中某个剧目的开始
之前或中间，起到吸引观众或承上启下、
推进剧情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叙事、抒
情，也增强了二人台的趣味性和表现力。

“很多人说呱嘴是一种土里土气的
表演，但是我非常喜欢，这种生长在泥
土里的艺术形式，紧贴着老百姓的心窝
窝，朴朴实实，真切感人，而且生动有
趣，让人印象深刻。”首府观众呼和浩特
海关退休干部程占元告诉记者。

长在泥土里 贴着百姓心窝

国家一级演员、今年52岁的王占新
出生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原丹达乡永
胜村三社，自小喜欢文艺，一听见吹拉
弹唱就走不动了，总要挤进去听一听、
看一看、学一学。1986年王占新考入临
河曲艺团，师从王世臣、张松青学习相
声，跟随赵学礼学习快板书、数来宝，练
就了扎实的曲艺嘴皮子基本功。1995
年，他被调到临河歌舞剧团由曲艺正式
改行表演二人台，他改行后所接触的第
一个戏是《王婆骂鸡》。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占昕发现一位
民间老艺人说的一段《王婆骂鸡》非常有
趣，于是开始拜师学艺，他用老式的“砖
头式”录音机把老艺人的表演录下来，听
着录音反复练习。他把相声“贯口”的童
子功巧妙地运用到表演中，又创造性地
把蒙古族舞蹈“抖肩”的技巧融合进去，
加上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形成了自己个
性鲜明、表演独特的“王婆”风格。2004
年，王占新带着他的《王婆骂鸡》参加了

晋蒙陕冀四省区二人台大赛，一炮打响，
引起了二人台艺术界的极大关注。“我从
临河赛到包头，赛到呼市，最后赛到山西
太原，还能拿大奖，不是我厉害，是凭借
着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门艺术的独特魅
力。那次比赛之后，除了民间还有数板、
嗑子等称谓，业界基本都统一成呱嘴这
个叫法了。”王占新说。

渐渐地，呱嘴表演的独立性不断增
强，逐渐脱离了二人台正剧，成为一种
独立的曲艺形式，呱嘴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随着《王婆卖瓜》《王婆骂假》《王婆
喜表二人台》《王婆搭礼》《王婆进城》《王
婆说乱》《王婆观灯》《王婆改嫁》《王婆看
病》《王婆说圆》《王婆喜表巴彦淖尔》《王
婆喜表十七大》等节目的编排与演出，王
占新呱嘴作品“王婆系列”逐渐形成。从
此“王婆”这一人物形象和呱嘴这一表演
形式在观众心目中站住了脚，也扎下了
根。我区著名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武利平

评价王占新是“河套第一嘴”。
2006 年 9 月 23 日，王占新表演的

呱嘴《王婆骂假》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角逐，最终王占
新同赵本山、闫学晶等10人同获中国曲
艺最高奖——“中国曲艺牡丹奖”。

此后，应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邀请，
王占新多次赴日本、韩国、西班牙、英
国、爱尔兰、卢森堡、德国、法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艺术交流演出，
把“呱嘴”艺术带出国门，向全世界展
示。“目前‘王婆系列’作品总计有200多
个段子，广泛传唱的有40多个。”王占新
告诉记者。

耳濡目染之下，王占新的儿子王舜
子承父业，通过系统的学习，也成为一
名专业的呱嘴演员，并于2018年荣获中
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得奖的消息传
来，内蒙古曲艺界为之沸腾，父子齐摘
牡丹奖也成为曲艺界的一段佳话“老小
俩王婆、父子双牡丹”。

薪火代代传 共创呱嘴精品

“土生土长土里料，土言土语土腔
调”，这是人们对呱嘴的惯有印象。“传
统表演中，呱嘴一般是一个人表演，有
化妆及简单道具，有时也加入些舞蹈动
作，比如表演《王婆骂鸡》，就穿上过去
老年妇女的服装，手里拿把小笤帚。伴
奏以竹板为主，有时也加入锣、铙、镲等
打击乐器，强调节奏的韵律。近几年我
们开始表演对口呱嘴，也加入了一些流
行元素和时尚器乐，不只是过去的土腔
调了。”王舜笑着向记者介绍。

王占新、王舜父子表演对口呱嘴
时，父亲扮演王婆，王舜则扮演王婆的
老姊妹——年纪较轻的二大娘，增添了
更多趣味性。王舜更是在节目当中加
入了年轻人喜欢的街舞、rap饶舌等元
素，让节目形式更丰富、表达内容更多
元，也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咱们不要嫌这些穿白袍袍的大白
不进眼，其实他们的工作最危险，他们
进驻小区全民做检验，冷冬寒天一站
就是一整天，他们不是钢筋铁骨赛神
仙，他们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也要为
家里的儿女撑起一片天，他们是警察、
干部、医生、护士、还有志愿者，现在却
成了咱们的保姆，成了咱们的服务员
……”今年年初，呼和浩特爆发疫情，居
家办公期间，王占新还在短视频平台做
起了直播，向网友展示呱嘴的魅力，并创
作录制了呱嘴作品《拨开云雾见晴天》
上传网络，作品中王占新又一次化身王
婆，既有对市民配合疫情防控的呼吁，
又有对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颂扬，作品

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群众，播放量累计超
过 600万次，网友@田建荣评价：“唱出
我们的心声，好样的，正能量！”今年 10
月，王占新、王舜父子又新创作了《王婆
抗疫心里话》，在“内蒙古曲艺”官方视频
号及短视频平台发布，被众多网友广泛
传播、点赞。

“2020 年我就和儿子王舜创作了
一批抗疫作品，包括呱嘴、数
来宝、快板等多种形式。那
年我们共创作了 9 个作品，
其中还有 3个获了奖。”王占
新告诉记者，曲艺作品具有
制作周期短、语言接地气、易
于被老百姓接受等特点，一
度成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
窗口，每逢大事小情或者节
假日，他们都会创作出相关
作品。“疫情来袭，作为曲艺
工作者，以‘艺’抗疫，义不容
辞。”王占新说。

此外，王占新及其团队还
创作了《苦难辉煌》《壮美内蒙
古》《走在幸福的大路上》等歌
颂新时代、歌颂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作品，《苦难辉煌》入选第
四届西部优秀曲艺展演和第
十七届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
目网络展播。

与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
产面临的困境一样，呱嘴也面
临着青黄不接、年轻演员短缺
的难题。同时，近年来随着老

艺人的离世，许多曲目、剧目濒临失传，
急需抢救、保护。王占新、王舜父子始
终在这条路上不断地耕耘，“目前带出
来20多位徒弟，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
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不断地把
呱嘴这个曲艺项目发扬光大。”王占新
满怀憧憬地说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与时代共振 绽放曲艺之花

□
本
报
记
者

院
秀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