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原 大 地 ，
冬阳艳艳。

暖城鄂尔多
斯，一件件文艺
精品、一场场文
化盛宴正在进行
时。

11 月 13 日，
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 办 的 2023 年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三下乡”鄂尔多
斯市集中示范活
动在达拉特旗东
海心村举行，将
一道道国家级的
文化大餐送到家
门前。活动受到
了广大基层群众
的热烈欢迎。

同一天，“陕
北民歌音乐会”
全国巡演首演在
鄂尔多斯市站盛
大启幕，原汁原
味的传统陕北民
歌、经典的革命
年 代 创 作 的 歌
曲，以及近年来
脍炙人口的新创
陕北民歌，从鄂
尔多斯“起调”，
将唱遍全国。

这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生动
实践，这是人民
文艺为人民的鲜
活注脚，这是唱
响“北疆文化”品
牌的具体路径，
这更是暖城鄂尔
多斯文化事业的
强劲律动。

这么多国家
级文化活动为什
么选择“涌动”鄂
尔 多 斯 ？ 顺 着

“ 镜 头 ”可 见 一
斑。

精彩节目彰显文化魅力精彩节目彰显文化魅力

镜头二

当车辆驶入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时，锣
鼓声喧天热烈、牛羊肉大锅烟火气蔓延，当地农牧民
热情张罗着……

11月 1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3年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鄂尔多斯市集中示范活动在东
海心村举行，此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中国
煤矿文工团共同承办。

临近启幕，各族群众身穿艳丽的节庆服饰，在活
动场地入口处自发举行了暖场活动，扭起大秧歌、跳
起广场舞。进入活动场地，热腾腾的铁锅炖黄河鲤
鱼、铁锅炖羊肉映入眼帘。此外，现场还布置了农产
品销售展位、非遗展示展位、专家义诊等。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等知名书画家现场书写书法
作品，为广大群众献上祝福，活动现场其乐融融。

舞蹈《鄂尔多斯舞》，歌曲《振兴乡村唱起来》《站
在草原望北京》，京剧、川剧、呼麦表演、民乐演奏……
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国家京剧院、中国

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
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联袂达
拉特旗乌兰牧骑、达拉特旗关工委“五老”合唱团的演
职人员，为父老乡亲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若干文艺小分队，
继续深入基层，持续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化迎春·艺术为民”等相关活动。

以“文”会友，“艺”览天下。
鄂尔多斯将国家级文化演出活动“引流”到农牧

民家门口，一方面是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
求的同时，更加精准地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助力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
吸引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走进、了解、吸纳鄂尔多斯文
化、北疆文化，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持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动鄂尔多斯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亮
相”全国、全世界。

11月 13日，鄂尔多斯市华灯初上，夜晚的寒冷
不敌暖城人民崇尚文化的热情。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陕北
民歌音乐会”演出即将开始。具有浓郁蒙古族民族特
色造型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外，早早就有观众在等候。
剧场内，丰富的陕北特色剪纸、皮影、民族服饰图片展
示和地方方言标语张贴营造了开演前的喜庆氛围。
主LOGO展板和全国巡演路线展板，以及九块巡演
城市展示牌，共同见证和开启了这台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陕北民歌音乐会”全国巡演第一站。

《拥军花鼓》《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赶牲灵》《五哥
放羊》《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就恋这把土》《永远的山丹丹》……以信天游、道情、秧
歌等类型为主的23首陕北民歌代表性佳作，通过鲜明
的地域特色、浓郁的时代气息、充沛的情感表达、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化地再现了20世纪以来陕北民歌
植根民族文化沃土，紧随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在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迈进新时代的演进路程。

传统陕北民歌《兰花花》，以纯朴生动、犀利有力
的语言，唱出陕北人民对人间沧桑的感悟，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渴望，同时彰显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
中华民族精神。

经典的革命年代创作的歌曲《东方红》曲调源自

陕北民歌《骑白马》，该曲充分展现了陕北民歌的洒
脱，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挚爱和深
情。

根据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重新填词改
编的《兄妹、夫妻新唱》，以老曲新唱的形式，表达了两
代陕北人歌颂领袖、感恩时代，唱响美好生活、接力团
结奋斗的真情实感。

11月14日，“陕北民歌音乐会”继续在鄂尔多斯
大剧院开展第二场演出。首站两场共计销售2200张
演出票，上座率达88%。接下来，这场音乐会从鄂尔
多斯出发，将在全国6个省（区、市）的8个城市开展
为期近40天的巡演，将延安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传播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

一衣带水、文脉相连。
陕西与鄂尔多斯同为黄河之滨，喝着同一条母

亲河的乳汁成长，拥有着相似的文化底色。从陕北高
原到鄂尔多斯高原，从千年丝路到草原丝路，从雄浑
陕北到美丽暖城，一场音乐会跨越千山万水，穿过人
山人海，让文化的量子在暖城发生碰撞，将在呼包鄂
榆城市群中形成新的“虹吸效应”，在区域间建构起更
多元的桥梁，推动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不断延伸中华
优秀文化的半径，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的最大同心圆。

在广西，鄂尔多斯乃日节目在“共创新时代·点亮中
国梦”全国文艺交流活动桂林站中赢得金奖；

在贵州，2023年全国广场舞之夜，鄂尔多斯代表队
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参演队伍；

在山东，鄂尔多斯舞蹈作品获第十四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终评第一名；

……
年初以来，鄂尔多斯文化的“大动作”不断，一系列

爆款文化产品持续为暖城文化 IP加码。
从“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的能源保供到唱响

“文化暖城”新名片的文化自觉，从输出煤炭到输出文
化，从输出硬核力到输出软实力，从输出物质到输出精
神，鄂尔多斯成功打破人们对“煤都”“工业城市”的刻板
印象，这是美丽暖城亮出“文化底牌”的题中之意。

鄂尔多斯是中原与草原、长城与黄河、游牧与农耕、
红色与绿色、古老与现代的多元文明交融之地，也是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疆文化的重要代表。

如何让更多人以更多维的视角看到并享受一个文
化镜像里的“宝藏鄂尔多斯”？

对内优化公共服务是关键之举。鄂尔多斯全方位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全市拥有公共图书馆 9个、文
化馆10个、国有博物馆17座、国有文艺院团12支，文艺
活动精彩不断，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每年举办各类文化
惠民活动4000余场次，引进保利剧院，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看上国内一流文艺项目。2022年获评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复核优秀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指标连续3年全区排名第一。

对外提升品牌影响力是有效路径。鄂尔多斯不断
打开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风口”，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
动提升暖城文化“流量”，让鄂尔多斯文化形象被“看
见”、被“听到”、被“触摸”。同时，搭建各类平台，积极引
进精品文化活动，在深度交流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市，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中华文化因交流而多彩，中华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此次两项国家级重大文化活动在鄂尔多斯的成功

举办，正是暖城以“文”铸魂、以“文”暖心的最好例证，更
是新时代暖城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兴盛、是北疆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不断迸发、是中华文化正在自信自强中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集中“显影”。

纵横正有凌云笔，文化创新无尽时。美丽暖城鄂尔
多斯正奋进在新时代的春潮里，力扬文化之帆，稳掌创
新之舵，为落实好“三个四”工作任务，实现好自治区“五
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
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宝藏暖城宝藏暖城
从输出煤炭到输出文化从输出煤炭到输出文化

镜头三

国家级文化大餐国家级文化大餐““热热””在农牧民家门口在农牧民家门口

镜头一

鄂尔多斯市广场舞代表队参加在贵阳市举办的
2023 年全国广场舞大会成果展示——广场舞之夜
活动。

2023 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
活动启动仪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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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城鄂尔多斯暖城鄂尔多斯：：唱响文化最强音唱响文化最强音

鄂尔多斯大剧院鄂尔多斯大剧院、、鄂尔多斯文化馆鄂尔多斯文化馆。。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蒙古象棋广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蒙古象棋广场。。 刘博仑刘博仑 摄摄

11月 13日晚，“陕北民歌音乐会”全国巡演鄂尔
多斯站演出现场。 麻志强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提供）

□张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