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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青春 追求卓越
——记第十一届呼和浩特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张羽琪

●本报记者 吕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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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翩翩起舞，一切皆值得，
每一次跳跃、每一次转身，皆是我对梦
想的执着与追求。”呼和浩特市歌剧舞
剧院首席演员张羽琪如是说。她自四
五岁起便开始学习跳舞，于家乡内蒙
古汲取着民族民间艺术的丰富养分，
演绎了一个个充满浓郁文化风情的舞
蹈，将内蒙古的文化艺术播撒于中华
民族艺术大花园中，为内蒙古收获着
艺术的荣耀，亦让世人透过优美的舞
蹈认识内蒙古并心向往之。

除了市歌剧舞剧院首席演员这一
身份外，张羽琪还兼任内蒙古舞蹈家
协会副主席，是市青联委员、国家艺
术基金“乌兰牧骑”人才培养导师、内
蒙古“舞蹈拔尖人才”。她常说，自己
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聚光灯
下，她脚步轻盈、翩翩起舞，用舞蹈诠
释艺术的独特魅力;工作岗位上，她质
朴低调，默默追逐梦想、奉献青春力
量，用舞蹈艺术讲述中国故事、内蒙
古故事。她多次出访匈牙利、加拿
大、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演出，备受国外专家和观众的认可。
2015 年张羽琪随团赴意大利米兰世
博会演出《马可·波罗传奇》，演出结
束后，在场的观众全然被那独特的表
演方式所折服，热烈的掌声持续近 20
分钟。

舞蹈，源于热爱，敬于艺术。多
年来，张羽琪一直担任大型舞剧《丝
路花雨》《昭君》《驼道》《马可波罗·传
奇》《那山那水那乡愁》及舞蹈剧场

《如见》等艺术作品的女主演，塑造了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她主演的原创
舞剧《驼道》剧组在全国成功巡演，使
更多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内蒙古，使
内蒙古的舞台艺术在全国的影响日
著。

2023年，张羽琪参与了群舞《红山
玉龙谣》的排练并担任主演，挑战新的
舞蹈领域。为能突破自我，跳出舒适
圈，她每日坚持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
训练，一遍不行便十遍，十遍不行便百
遍，咬牙坚持，只为在舞台上呈现最佳
效果，只为给观众一个圆满的演出。
经过不懈努力，该剧目入选第十三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比赛终评。
同时，她排演了个人古典舞独舞作品

《雁不回》，该剧目荣获“2022 紫荆杯国
际舞蹈大赛”金奖，实现了内蒙古地区
古典舞创作的“零”的突破，更是内蒙
古地区古典舞史上最好成绩。

张羽琪是一个视舞蹈为生命的演
员，精益求精的态度让她一遍又一遍
地打磨自己的作品，每次演出完毕，
她都会反复回看，不断地思考、不停
地揣摩，力求在舞台上达到最佳效

果。“舞蹈这一行业，乃是由每一滴汗
水、泪水与鲜血所铸就。”张羽琪坦
言，在舞蹈剧场《如见》的排练中，她
首次体悟到了突破的艰辛。如何突
破自身固有瓶颈，达到导演的要求？
唯有一个“练”字，1 小时，10 小时，一
周……她追求舞蹈作品呈现的完美与
卓越，训练刻苦，不足一月，原本不足
100 斤的她又瘦了 8 斤。当《如见》在
国家大剧院首演时，演出现场座无虚
席，一票难求，剧终观众仍迟迟不愿
离场，引发无数热潮。

始于梦想，成于舞台。多年来，张
羽琪荣获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金奖、第五届中国蒙古舞大赛表演、创
作“金奖”等共计 4 个金奖，独舞《赛拜
努》获第六届“华北五省舞蹈大赛”一
等奖、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十佳
作品。2023 年，她被选树为第十一届
呼和浩特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不论
有多少荣誉加身，张羽琪始终严格要
求自己，以对舞蹈执着的热爱和实现
梦想的勇气，一次次突破自我，使自己
的肢体与思维同步升级，对每一个角
色都进行深度理解、捕捉与挖掘，使角
色完美立于舞台。

张羽琪说，作为一名青年舞蹈演
员，她要参演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下的高质量舞蹈艺术作品，认认真
真做事，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探索
中突破超越，在融合中出新出彩，努力
展现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创作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每到周末，许多市民和游客
选择在周边景区景点游玩，欣赏身边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
光。然而记者发现，有个别市民和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存在不
文明行为，给美丽风景带来不和谐画面。

近期正值一年一度桃花、杏花盛开时节，首府各公园游人
如织。近日，记者在阿剌海公园看到，一些市民游客在游玩时
将糖纸、纸巾、饮料瓶等随意丢弃在地上。还有部分市民为了
和美景“亲密接触”，拍出好照片，随意踩踏景区花草、攀拽花
枝，导致一些花朵掉落、叶片折损，使美丽的景色留下了不文
明的“伤疤”。图为被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袋。

走进玉泉区小黑河镇大库伦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一条
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以“百善孝为先”

“友邻是福”等为主题的文化墙点亮了
整个村庄。

近日，为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走深走实，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大库伦
村成立党员先锋移动宣传小分队，积
极组织村民开展“聚民意·除陋习·定
民约”恳谈会，旨在引导村民学习村规
民约，约束规范自身的言行。在活动
中，党员先锋移动宣传小分队通过走
访入户，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卡和村规
民约宣传页，入户向村民耐心解析移
风易俗的相关内容，广泛收集大家的
意见建议，结合村情民意，修订完善村
规民约，将移风易俗、环境卫生、邻里
关系等内容写进村规民约，引导村民

自觉抵制陈规陋习，让村民有规可
依。村民们认为，宣传村规民约是

“规”出了乡风文明好景象，“约”出了
乡风文明新风尚。

“过去大部分村民家门前乱堆乱
放、居住环境脏乱差，工作人员入户时
我提出，应该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对违
反村规民约的村民及时提醒、批评教育
等，从而促进村规民约落到实处。其
实，村规民约是大家一起制定的，我们
就要严格遵守，近几年，明显感受到大
家的文明意识提升了，攀比铺张浪费现
象减少了，文明节俭办红白事的更多

了，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了。”今年
68岁的村民张高升感慨地说。

“乡村和美，美在人文。村党支部
采取入户走访、会议反馈、网格意见收
集等多种形式发动村民建言献策，这样
的工作方式很受村民欢迎。面对面，一
对一，村民提问，我们回答，了解了他们
的真实诉求。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后，
村里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村
规民约，引导村民积极推进移风易俗，
发挥好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每个角落。”大库
伦村党支部书记朱博嵘介绍说。

与此同时，大库伦村还充分利用
宣传栏、文化活动等，在全村宣传婚
丧事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的危害，将
信用建设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养老助
老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探索建立

“信用+”基层治理模式，引导村民文
明向善。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平
台，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理论
宣传、文艺表演、义务理发等活动，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引导村民
向上向善，孕育文明乡风，大库伦村坚
持以点带面，突出示范引领，利用村规
民约等有力推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玉泉区大库伦村：村规民约“约”出文明好乡风
●本报记者 阿柔娜

发放村规民约相关宣传材料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4月 15日，
团市委联合市公安局走进内蒙古大
学附属中学，开展了“与法同行 健康
成长”——预防校园欺凌普法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执法
指导大队警官刘泽宇以“预防校园欺
凌”为题，围绕“什么是校园欺凌”，结合
近两年的典型案例以及《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向同学们讲解关于校园欺凌、校园
暴力的法律知识，分析了校园欺凌的成
因和带来的伤害及严重后果，并就如何

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等展开了详细讲
解，告诉同学们遇到校园欺凌不要沉
默，不要以暴制暴，遇到困难要及时寻
求帮助，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此外，结合今年施行的《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围绕“网络安全
基本常识”“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
通过常识科普、案例分析、风险警示

等方式进行了讲解，让学生们更直观
地了解网络犯罪的危害，增强辨别是
非和自我防范能力。

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加强与
相关单位的联动配合，广泛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广大青少年
的法治意识，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团市委：

开展“与法同行健康成长”预防校园欺凌普法宣传活动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日前，回民区攸攸板
镇东乌素图村开展了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引导村民
从自身做起，践行垃圾分
类，共建绿色家园。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让文明与美景同行对不文明旅游行为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