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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
我爱你 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
悠扬的歌声从托县北疆文化长廊云中戏苑里传出，这是托县乌兰

牧骑今年的第 42场惠民文化演出，也是 15名新招录队员的专业素质
考核现场。

王耀飞是今年新招录的队员之一。西南民族大学毕业的王耀飞
曾是江西省歌舞剧院的一名歌剧演员，从省级单位到县级单位的落
差，让很多外人难以理解，却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

“刚回到家乡的半年里，我经历了一段消沉期，几次报考的失败、
家庭的压力，我真是备受打击。可在乌兰牧骑这个大家庭里，我的能
力再一次被认可。从歌剧到戏曲，不同的演唱形式和风格也给我带来
了新的挑战和学习机会。”刚刚加入到乌兰牧骑队伍，王耀飞就在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代表托县乌兰牧骑演唱
了原创主题曲目《君子津》。

今年已经是托县乌兰牧骑第二次创排《君子津》了。早在2014年，
托县乌兰牧骑就将大型二人台历史剧《君子津》搬上舞台，经过不断打
磨，于2016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广受群众欢迎，成为二人
台精品剧目，并荣获呼和浩特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为了推
进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托县乌兰牧骑将威风锣鼓、歌剧、二人台等多种
表演形式创新性结合，再次创新编排沉浸式舞台剧《君子津》，6月 14
日紧张排练至今，预计8月上旬和观众见面。

在谈到新版《君子津》的创作历程时，托县乌兰牧骑团长侯秀珍表
示：“二人台小戏是托县地区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为了让外
地的游客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白、记得住，演员台词采用了‘托普’的形
式，唱词结合了音乐剧和二人台进行改版。同时，创排也运用了沉浸式
的演出形式，让演员走下舞台、走进观众中，让观众身临其境、参与其中，
希望通过转型把我们的经典剧目和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在两版不同《君子津》里均饰演了重要角色的赵改秀是一名晋剧
和二人台演员，2015年进入乌兰牧骑的她无疑是一名老队员了。新版

《君子津》的排练过程，对赵改秀而言也是一种新突破。
“刚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始终走不出之前戏剧表演的感觉，在导演

不断引导下我逐渐明白了要从舞台走向生活、走进群众当中，我要到
台下、到群众中去，让观众和我共同完成表演。”赵改秀说。

在今年的呼和浩特市乌兰牧骑“学·创·演”集中培训中，赵改秀作
为两名领队之一，带领其余 11名队员，通过 40余天的封闭学习，为托
县乌兰牧骑带回了不少喜人成果，有二人台《探病》《走西口》《压糕
面》、小戏小品《王满囤卖鸡》《产房门外》、晋剧《三娘教子》以及舞蹈、
声乐、呱嘴等多种类型作品。

说起学习培训和登台演出，赵改秀脸上都是抑制不住地骄傲：“我
们汇报演出的反响很好，老师都夸我们超越了原版。”目前，《王满囤卖
鸡》已经在云中戏苑演出，受到观众一致好评，成为托县乌兰牧骑的经
典作品。

2017年进入托县乌兰牧骑的杜飞霞是一名声乐演员，同时也是舞
蹈演员、二人台演员、器乐演员……这样的身份名片却不是她的专属，
在人员少、演出多的乌兰牧骑队伍中，几乎每一名队员都是身兼多职、
一专多能。而杜飞霞从小喜欢艺术，报考了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美
声专业。

毕业后的杜飞霞一直从事婚庆主持工作，但心中却始终放不下对
舞台的热爱。杜飞霞在学习美声专业之余还学习了陕北民歌、通俗唱
法、二人台等，进入乌兰牧骑后更是学会了舞蹈，逐步成为一名舞蹈演
员。虽然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可杜飞霞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
2023年在全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广场舞比赛中，杜飞霞和队友的两支自
编舞蹈分别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2023年 5月，杜飞霞通过招考成为托县乌兰牧骑的一名临聘队
员。“有一次我们下乡到什四份村演出，演出进行到一半突然开始下
雨，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村民自发给我们搭了雨棚，并在外面打着伞继
续观看演出。”回想到在乌兰牧骑7年间的点点滴滴，杜飞霞十分感慨：

“我们作为演员，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只有更加用心用情
地演出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对我们的尊重和喜爱。”

托县乌兰牧骑秉承为民情怀，结合地域特色，紧紧围绕重大主题，
近年来创作了20多部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文艺作品。新编创的
舞蹈《黄河儿女》《倾城鼓韵》、二人台红色党史作品《李裕智》、小品《一
墙之隔》、二人台联唱《好政策引领咱奔小康》等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国
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县级荣誉30多项。2023年，托县乌兰牧骑被全
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我们要继续做好基层惠民演出，做好艺术辅导进校园、进社区、进部
队，要用呱嘴、快板、情景剧等表演形式，将党的声音和关怀更好地传递到
群众当中，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宣传工作。”团长侯秀珍介绍道。

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在这片沃土上挥洒汗水；一部又一部精
品作品在这片沃土中创作诞生；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在这片沃土里延
绵传承。乌兰牧骑这株“红色嫩芽”深深扎根在托克托古云中的沃土
之上，用心用情讲好托克托故事，不断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让乌兰
牧骑这面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托县乌兰牧骑：“红色嫩芽”扎根云中沃土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邬宇皓 李惠峰 文/图

本报讯（记 者 阿 柔 娜）近 日 ，一 群
来 自 香 港 的 孩 子 们 踏 上 了 一 场 别 样 的
研 学 之 旅 ，他 们 来 到 了 呼 和 浩 特 市 大
盛 魁 博 物 馆 集 群 ，不 仅 领 略 了 大 盛 魁
文 化 的 魅 力 ，还 亲 手 制 作 了 传 统 的 马
头琴。

活动当天 ，在大盛魁博物馆集群研
学教室内，孩子们聆听了一场精彩的民

族合唱演出。表演者用她们独特的嗓音
和真挚的情感，演唱了一首首充满草原
民族特色的歌曲，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草
原音乐的力量和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蒙古族的音乐文化。

在孩子们的研学之旅中 ，他们还参
观了马头琴博物馆，了解了马头琴的起
源 、发 展 和 演 变 过 程 ，欣 赏 了 精 美 的 马

头琴展品和制作工艺。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亲手挑选材料、组装琴身、安装琴
弦……经过一番努力，一个个精美的马
头琴雏形在他们手中诞生。

通过参观大盛魁博物馆集群、聆听
民族合唱、参观马头琴博物馆以及亲手
制作马头琴等活动，孩子们感受到了草
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日前，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百名师生在栖迟·茶博
物馆开展茶文化体验日活动，并游学参观永盛钱币博物馆、永盛陶瓷博物馆
等大盛魁博物馆集群诸馆。

活动中，师生们在茶博物馆馆长的带领下进行参观，了解了茶的起源及
发展、分类、产区、古法制作等方面的知识。随后，大学生们进行了茶文化实
操体验，4名茶艺助教老师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泡茶技巧，针对性解惑纠错，
在饮茶交流中加深对茶文化的认识。在永盛陶瓷博物馆和永盛钱币博物馆，
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时期的美瓷雅器，以及从先秦直至新
中国成立各时期的钱币。大家纷纷感叹，从瓷器、钱币变迁，看中华文脉，真
正让文物“活起来”。

此次茶文化体验是高校促进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次成功尝试，以茶香
古韵叩响“第二课堂”的大门，让大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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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年研学之旅

用精品剧目创品牌

一专多能践行使命

用满腔热情去奉献

乌兰牧骑惠民文化演出

乌兰牧骑队员排练新版《君子津》

乌兰牧骑队员的精彩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