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
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
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
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
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
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年
来，乌兰牧骑以“红色文艺轻
骑兵”的卓越姿态不仅活跃在
辽阔的草原上，驰骋巡演在祖
国的四面八方，足迹遍布全国
各地，更是走出了国门，走向
了世界，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
一面旗帜。“我 #$岁成为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的一分子，%$
岁当上了队长，今年我 &$岁
了。”老队长巴图朝鲁昨天接
受了晚报的独家专访，他说：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
要认真地演一场。”

一演半年
“我是 '(!"年进队的，算

是第一批乌兰牧骑队员，那会
儿我们下牧区演出，还用马
车，很苦，但又不觉得苦。”今年 &$岁的巴图老人神
采奕奕，他的汉语并不算太流利，他认真地介绍说，
乌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
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
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我们具有‘演出、宣传、辅
导、服务’四项职能。'()&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
古第一支乌兰牧骑，成立以后，我们每年 *月到 '+

月下牧区送演出，每次半年。”现在，整个内蒙古草原
上活跃着 &)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 &"""场。
“那会儿，每天演出一场到两场，每场两个小

时。”巴图介绍说，限于交通条件，一般一天只能辗
转一个地方，但有时候会一天连演几场，“比如我们
演完了，才听说有牧民今天去放羊，没能看上，那等
他们回来，再演一遍；比如有老人病了来不了，那我
们就去老人家里，单独为她演一场……那时候我们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落下一个蒙古包，也
不落下一个想看演出的牧民。”

沪蒙有情
“不演出的那半年，我们会集训，会创编新节

目，会把草原上的乌兰牧骑都集中起来，相互学习、
切磋。”巴图告诉记者，他们在长期的排练演出中，
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更好地满足牧民的需求，“牧民
相对分散，草原上幼儿园很少，牧区的孩子根本得
不到好的学前教育，怎么办？”队长巴图在 '($'年
提出要组建木偶小组，“可是我们不会制作，也不会
表演，于是我们想试着来上海取取经。”
上海木偶剧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甚至是毫无

保留地将技艺倾囊相授，“我们 '($,年的 %月来的，
当年 !月 '日就带着一台演出和五个短剧所需的道
具回到了内蒙古，在苏尼特右旗的一个幼儿园进行
了第一场木偶演出。”&$岁的老人有点激动，“没想到
那么受欢迎。不仅孩子高兴，孩子的父母也跟着高
兴，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也特别高兴。真的非常感谢上
海木偶剧团，是他们为牧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

巴图告诉晚报，三四年前，他
还带着当地幼儿园的老师来上海
再取经，“这次来上海，也带着任务
呢。想让上海木偶剧团再教我们一
点‘新招’，好回去给现在内蒙古的
孩子用新的道具，讲新的故事。”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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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

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一年来!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秉持着$不忘初

心&保持本色'不辞辛劳&风雨无阻'不务空名!一往无前%

的乌兰牧骑精神!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也为上

海市民!和全国观众带来了丰盛的精神食粮#

今年 #月!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勉励耄耋之年入党的

上影演员剧团演员牛犇! 鼓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

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

献力量# 几个月来!牛犇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

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又塑造了三个富

有生命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几个月来!这座城市的文

艺工作者备受鼓舞#

这三天的三场演出!除了来自大草原的风情!还有

上海的艺术家们!尤其是有$小乌兰牧骑%之称的上海

电信艺术团与乌兰牧骑的队员们进行的同台合作!

叫人想为他们鼓掌&喝彩#这不仅是沪蒙两地的文

化碰撞! 也促进了两地人民的精神交流# 可以

说!乌兰牧骑来沪演出交流&合作共建!不仅

是两地优势互补!也是在把$扎根群众!坚

持为人民服务% 的伟大精神播撒在上

海的土地上!让$两封信%的精神

落地生根!让$两地情%如

松柏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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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上午在上海大世界演出 本版摄影 记者 郭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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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翻飞的舞步、
律动的节奏，还有充
满力量的腾跃，中国第一
支乌兰牧骑———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今天上午在上海大世界，载着观众的掌
声，欢快地舞蹈起《萨江呼和》，这里距离他们昨晚演出
的青浦区文化馆剧场有 *"公里，距离前晚的金山区文
化馆 &"公里。而上海，距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旗府所在地足有 ,"""公里。
今年八月，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内蒙古分会场

举办期间，上海艺术家代表团远赴内蒙古自治区，为草
原带去了上海的声音。三个月后，乌兰牧骑队员们受邀来
沪，将大草原的风情原汁原味地带到了上海。

草原风情
从金山，到青浦，再到人民广场，长调《辽阔的草

原》每一次唱响，都让观众仿佛站在了内蒙古草原，风
呼呼地划过耳畔；三个蒙古族小伙带来的马头琴齐奏
《万马奔腾》，则好似马蹄轻快地裹起阳光下的沙土，飞
奔而去……祖国大地遥远一端的草原风情，就这样吹
到了上海，拂过黄浦江畔。金山区的观众被呼麦《四季》
打动了，他们说听着古老的歌声，好像看到了“风吹草
低见牛羊”；青浦区的观众喜欢“保留节目”顶碗舞《祝

福》，飞扬的裙摆、自
信的笑容，还有上下摆动

的肩膀，配合着娴熟的顶碗技
艺，带着传统和风俗，也载着热情和好客；今

天上午的观众则留恋独唱《这片草原》的歌声，悠扬的
旋律萦绕在上海大世界的上空，久久没有散去。

合作演出
昨晚在青浦区文化馆剧场，是乌兰牧骑队员们为

在进博会通讯工作中尽心服务的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
员工们进行的专场慰问演出-也是上海本地的“小乌兰
牧骑”———上海电信艺术团与之联袂献艺的一场合作
演出。于是，当乌兰牧骑队员带来顶碗舞，上海电信艺
术团就拿出手技《眼花缭乱》，好不精彩，现场掌声阵
阵；当蒙古族小伙和姑娘朗朗地唱起《敖包相会》，款款
地走下舞台，与观众一一握手，上海的女孩们则轻快地
跳起独具江南韵味的《茉莉花开》，花香朵朵，一派海派
风情；当乌兰牧骑祭出献演过人民大会堂的《牧歌歌唱
共产党》，我们便用一曲精彩的快板《变革转型再出发》
来回应———这首快板曾伴着“翼起奋进新时代”文艺巡
演小分队进基层、进园区、进分局、进楼宇、进班组，推
动过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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