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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6 日上

午 9 点 30 分，我校 2018 年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艺术设

计领域）研究生学年作品

展，在南校区艺术楼展厅开

幕。我校黄海院长、孟显波

副院长出席了开幕式，部分

兄弟院校领导、学校相关职

能部门、二级学院负责人参

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设计

学院副院长辛晨旭主持。

设计学院院长曹莉致

开幕词。学生代表、2017 级

艺术设计（环境设计）专业

硕士研究生张家豪发言。

开幕式后，校

领导和出席嘉宾观

看了展览。观展过

程中，各位领导与

师生们进行了交流

互动，听取了参展

研究生对各自作品

的设计理念、创作

心得的详细汇报和

讲解。

○艺院看点 /王智睿 /文 夏宇航 / 图

本报讯 9 月 23 日上

午 10 点，“内蒙古艺术学

院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

与传播中心揭牌暨乌兰牧

骑班开班仪式”在我校小

音乐厅举行。自治区党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自治区文化厅党组

书记周纯杰，我校黄海院

长，蔡广志、赵林平副院

长，我校安达组合、乌兰牧

骑班、民族音乐传承班、安

达班的全体师生和相关专

业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共

150 余人参加了活动。活

动由蔡广志副院长主持。

白玉刚部长和黄海院

长为“安达民族音乐传承

创新与传播中心”隆重揭

牌。白玉刚部长在致辞中

对“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

新与传播中心”的成立和

乌兰牧骑班的开班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周纯杰副部

长宣布内蒙古艺术学院乌

兰牧骑班开班。

单学文先生向音乐学

院赠送了书法作品表达祝

贺。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

新与传播中心主任阿古拉

泰和著名歌唱艺术家德德

玛分别致辞。

黄海院长在致辞中指

出，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乌兰牧骑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及进一步履

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

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一系

列具体工作部署，继承和

发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

学院将按照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相关指示精神，将安

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

播中心与新时期乌兰牧骑

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发挥

高校功能，搭建平台，整合

资源，打造“下得了牧区、

进得了市场、走得出国际”

的新一代乌兰牧骑草原文

艺轻骑兵，为自治区培养

“一专多能”能够走得出国

际舞台的新时代全能型民

族音乐人才，进一步推动

乌兰牧骑事业的传承与创

新及草原文化的海内外传

播。

学校聘请阿古拉泰先

生为“安达民族音乐传承

创新与传播中心”艺术委

员会主任。聘请乌兰托嘎、

李玉林、赵新民、萧梅、色·

恩克巴雅尔、娅伦格日勒、

陈铭道、额尔敦其美格、皮

尔斯·蒂姆、杨玉成、其其

格玛、那日苏为“安达民族

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

心”艺术委员会委员。聘请

德德玛、齐·宝力高、拉苏

荣、金花四位德高望众的

老艺术家为乌兰牧骑班艺

术顾问。

创办内蒙古艺术学院

乌兰牧骑班，旨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

牧骑事业的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落实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繁荣发展乌兰

牧骑事业的一系列部署，

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的

发展。该班将充分利用内

蒙古艺术学院艺术教育教

学资源，为自治区培养新

一代乌兰牧骑艺术人才。

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

新与传播中心与新时期乌

兰牧骑队伍建设结合起

来，将有利于乌兰牧骑事

业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与

繁荣发展，有利于自治区

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以及

打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

的新型民族音乐创新团

队，有利于草原文化的对

外输出与宣传和草原文化

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拓，以

及内蒙古文化在国际国内

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提高。

我校有了智能制造 3D 打印创意
艺 术 设 计 实 验 室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上

午，我校黄海院长在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视

察了设计学院 2018 年申报

的自治区高校双一流建设

重点实验室项目“智能制造

3D 打印创意艺术设计实验

室”的建设情况。

在视察现场，设计学院

院长曹莉向黄海院长一行

详细介绍了智能制造 3D

打印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

后将在教学创新、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等方面发挥的积

极作用。黄海院长对该项目

的建设及验收准备工作给

予了肯定，并对实验室下一

步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

要求。

“智能制造 3D 打印创

意艺术设计实验室”项目，

于 2018 年 3 月经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厅批准建设（内财

购 备 〔2018〕04787 号）。

2018 年 7 月我校以公开招

标的方式完成了“专用仪器

设备采购”项目的采购招标

工作。8 月初实验室开工建

设，9 月初竣工并进入验收

阶段。

“智能制造 3D 打印创

意艺术设计实验室”建成投

入使用后，将成为西北地区

最大的高校 3D 打印创意

艺术设计及智能制造服务

中心和社会科普基地、产学

研用学科创新应用平台、重

点课题创新实践基地、西北

地区首家引入社会订单校

企合作支持高校实验室可

持续发展示范基地。实验室

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数据等新技术新

应用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为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也

将提升内蒙古艺术学院的

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我校举办2018年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艺
术设计领域）研究生学年作品展

我 校 隆 重 举 行 安 达 民 族 音 乐 传 承
创新与传播中心揭牌暨乌兰牧骑班开班仪式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致辞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左一)、我校院长黄
海（右一）为“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心”揭牌

我校院长黄海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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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黄海院长（右六）、孟显波副院长（左六）与艺术设计系老师合影

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心揭牌暨乌兰牧骑班开班仪式后合影

我校黄海院长视察“智能制造 3D 打印创意艺术设计实验室”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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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忘 捐 助 深 情 ，铭 记 精 神 闪 光
张世超

在建校 60 余年的历史中，教师、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及国际友人以各种形式对学校表达的浓
情厚意，是学校最可贵的珍藏。这篇文章选取介绍的是捐资助学的一些感人例子。感谢他们的真诚
大爱，感谢他们对这片艺术土地的深情厚谊。 ———编者题记

2007 年:宝音德力格
尔、李德才、王晓红（乌兰
雪荣）等老师和校友热情
捐赠

2007 年 5 月 19 日，校
友会成立大会上，原内蒙

古艺术学校名誉校长、著

名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
尔老师，走到主席台前，为
学院建校 50 华诞捐出一万

元钱。她深情地说：“我

1975 年来到学校，1995 年

退休，亲眼见证了学院民族

艺术教育从中专到大学的

飞速发展。是党的关怀和培
育，使我从一个放羊姑娘成

长为人民的歌唱家，我虽然

岁数大了 ，但我一直都关
注着学院的进步。祝贺学院

五十大庆，祝福学院越办越

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民族

艺术人才！”

时任院长李玉林代表

学校接受了这深情的捐赠。

校友的热情持续不断，2017
年 9 月 8 日上午，在建院

50 周年校友捐赠仪式上，

我院校友、国际著名画家、

欧洲国际东方艺术研究院

院长李德才，内蒙古元和集

团执行董事王晓红（乌兰雪
荣），呼市正奇制衣有限公

司总经理冯占彪，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成邦，著名歌唱
家那顺，塔林图雅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董事长图图，舞蹈

家荣毅捷等向母校五十华

诞献上了各自的厚礼。

2008 年：前辈舞蹈家
乌云老师捐献教材

2008 年 1 月 31 日，乌

云同志将自己一生的专业

心血《蒙古舞教材（1959 一

1966）》（手抄本）献给学院

永久收藏。

乌云，女，蒙古族，1959

年起主持内蒙古艺术学校舞

蹈教学，1961年起任舞蹈科

科长，1985年任艺校党委成

员，1988 年被评为一级演
员，舞蹈表演艺术家、教育

家。她精心培育了十余届舞

蹈专业学生，其中有莫德格

玛、敖德木勒等。

她是内蒙古歌舞团早

期主要演员之一，是内蒙古

专业舞蹈教育的创建人之
一。曾任中国舞协理事、内

蒙古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1957 年，内蒙古艺术
学校成立后，乌云老师受上

级委派，作为第一批舞蹈专

业教师从歌舞团调人我院

工作。学校成立后即开设了
蒙古舞课程，乌云老师和其

他舞蹈老师共同探索、研

究，编写了学院首部蒙古舞

教材，为蒙古族舞蹈艺术教

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因历史

原因，该蒙古舞教材一直没
有出版。

她表演的女子群舞

《盅碗舞》《布里亚特婚礼》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会演
中获编导一等奖。1955 年
在内蒙古第一届音乐、舞
蹈、戏剧会演中获演员银
奖。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
中，她与其他教师共同研究
整理出蒙古族舞蹈风格“六
韵”：“反射韵”“起伏韵”“扭
韵”“圆韵”“横韵”“摆韵”。

2011 年：布赫同志夫
人珠兰其其柯捐助艺术基
金

珠兰其其柯，1930 年
出生，蒙古族，内蒙古自治
区杰出的民族和妇女干部。
多年来，她情系草原，倾心
关注着蒙古民族文化艺术
的发展，特别是对蒙古族长
调民歌的发展尤为关注。在
她积极组织和努力协调下，
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区蒙古
族长调歌曲研讨会，并主编
出版了《蒙古族长调歌曲研
讨会论文集》，填补了长调
研究的空白。

珠兰其其柯同志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逝世，两
个多月后的12月1日上午，
首届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
术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首
届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术
特殊贡献奖授予了珠兰其其
柯。下午，珠兰其其柯的家人
依照其遗愿，将获得的五万
元奖金捐赠给我校，以支持
民族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校时任党委书记黄海同志
代表学院表达了感谢。

2012 年：著名作曲家
杜兆植先生向我院捐赠图
书音像资料

各系部资料室，是学
校图书馆的重要补充和
拓展，特别受到师生欢
迎，利用率很高。如，音乐
学院资料室，不仅拥有丰
富的专业书籍资料，还拥
有一个特殊的专柜：杜兆
植先生音乐资料专柜，由
我校名誉教授杜兆植先
生捐赠建立。

杜兆植，我国著名音
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作
曲家，2009 起任内蒙古大
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因突
发心脏病，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内蒙古辞世，享年
82 岁。遵照杜兆植先生的
遗愿，其生前珍藏的图书音
像资料捐赠给我院音乐系
资料室。这些图书音像资料
包括：专著 3 册 120 本，乐
谱 228 册，DVD 光盘 668
套，CD 光盘 1041 套，其它
书籍 65 本，共计 2122 件。

杜兆植先生一生创作
出大量内蒙古风格的管弦
乐曲、交响诗、协奏曲、舞剧
及舞蹈音乐等，在国内及自
治区多次获奖。杜先生长期
在我院授课，并聘为客座教
授，为我院专业音乐教育，
以及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2012 年 7 月 11 日，学
校专门举行了捐赠仪式。

2013 年：吕宏久先生
捐赠图书音像资料

2013 年，吕宏久先生
把经过精心挑选的 324 册
专业图书捐献给学院图书
馆珍藏，期望更多师生参阅
共享，表达了他对校园这片
土地的深情厚谊，体现了一
位老音乐艺术家的大爱情
怀。

吕宏久，1934 年 10 月
生，辽宁庄河人。1958 年毕
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
分配到内蒙古艺术学校担
任民族音乐理论教师，是学
院音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学院历史上首个获评
正教授的教师。曾任《内蒙
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副主
编、主编。兼任中国少数民
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旋律学
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音乐
家协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
有《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

《刘银威二人台唱腔集》《旋
律写作》（蒙文，合作）等，发
表论文有《蒙古族民歌的色
彩性变化音》《乌日汀哆的
节奏与旋律》《关于乌日图
道记谱的探索》《在旋律运
动过程中展现的调式技巧》
等。

2013—2014 年 ：校

园奏响“爱与美的交响”
2013、2014 年，一场公

益慈善义卖活动和附中一
次为患病学生的募捐事迹，
成为校园文化的彰显、升
华和学院精神的闪光。

2013 年 11 月 23 日，
我校在呼市民族美术馆为
身患尿毒症、用漫画绽放生
命美丽的新媒体艺术系动
漫专业大四学生邢乔梅，隆
重举办了“爱与美的交
响———公益慈善义卖”活
动。义卖会收到来自学校及
区内外名家的艺术作品
218 件，现场拍出 139 件，
筹集善款 25 万元，活动受
到媒体热烈关注。

拍卖期间，爱心人士
纷纷竞价、举牌不断，有的
一口气买了五六万元的作
品。浓浓的大爱亲情在现场
每一个人心中涌动荡漾。学
院美术系德力格仁贵副教
授捐助的刚刚获得第 20 届
版画展中国美术提名奖的
版画《蒙古高原》以现场最
高价 12000 元拍出。

邢乔梅来自河北农
村，2013 年 4 月被确诊为
尿毒症。虽然家庭贫困、无
力承担高昂治疗费，但命运
的残忍没有把她击倒，她以
漫画、日记的形式将生命的
希望表达出来，通过微博发
布后倍受社会和央视等数
十家媒体关注，被誉为“漫
画女孩”。她的乐观精神、坚
强意志与爱心救助的感人
故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83
岁的著名词作家闫肃老先
生特意给邢乔梅寄送了新
春明信片。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帮
助下，爱心捐款达到 50 余
万元，邢乔梅终于顺利做了
肾移植手术，如今，身体正
在康复中。

2014 年 7 月，又一起
校园救助活动感动了校园。
我校舞蹈专业学生张羽渲
突患“重症脑炎、急性心肌
损伤”，家庭经济拮据，无力
承担巨额医疗费。得知这一
消息后，附属中专侯守智校
长第一时间将募捐消息通
过微信群发布出去。消息发
出后，各方面反响强烈，校
内外师生、校友、社会各界
积极捐助，短短时间，募集
善款 26 万余元。有了这笔
捐助，张羽渲的病情得到控
制，经过积极治疗，顺利康
复出院，重新回到校园并完
成了学业。

2012—2015 年 ：教
职工与社会为我院图书馆
捐献图书

在学院独立设置评估
前后，启动了个人“正式出
版物”征集活动，共收到教
师及社会各界捐赠图书万
余册，音像制品数百张。

学校图书馆，1957 年
建立时只有一间平房，上世
纪 60 年代，在旧礼堂东侧
有了两间房子，藏书大约两
万多册。1984 年，文化部投
资为我校建成了 500 平方
米、两层小楼的图书馆，那
时，也只有 3 万多册藏书。

2001 年底，图书馆搬
入校园东北角的新大楼，到
2007 年初，全馆藏书达到 7
万册，期刊 5 千余本，音像
制品 5 千余盒(盘)。

尤其是 2012 年以来，
借着学校独立设置评估的
东风，图书馆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圆满完成了学院
独立设置对图书馆生均 80
册图书的评估要求。除学校
大力投入外，教职工捐献、
社会捐助起到了重要的助
推作用。

以捐资形式设立的若
干艺术教育奖学金

以下是几种在学院和
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
以捐资形式设立的奖学金。

2005 年至今：“佛蒙
特·枫叶”艺术教育奖学金

该奖学金是 1999 年
设立的“东方之旅”艺术教
育交流项目基础上，延伸出
的三个子项目之一，主要由
美国佛蒙特州温德汉姆中
部联合学区林兰·格瑞中学
的学生和社区成员捐资设
立，重点资助我院品学兼
优、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旨
在鼓励大学生努力学习，致
力于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
和创新，使蒙古族艺术这朵
艺苑奇葩像美丽的枫叶一
样在世界艺术的百花园中
开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2005 年 4 月，在我院

颁发了首届“佛蒙特·枫叶”

艺术教育奖学金。截至

2016 年，有百余名品学兼

优的学生受到资助。

2007 年：“‘哥弟’教

学实践活动资金”

2007 年 6 月，艺术设

计系与“北京待力筱静服

装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

“‘哥弟’教学实践活动资

金”，并为 20 名学生发放助

学金 20000 元。

2008 年至今：“天龙

奖、助学金”

“天龙奖、助学金”由

呼和浩特市天龙演艺文化

传媒责任有限公司刘广明

董事长发起，从 2008 年开

始在我校附属中专设立，旨

在鼓励有艺术天分、家庭贫

困的艺术学子，完成自己的

艺术梦。截至 2016 年，连续

八年累计发放奖金助学金

25 万元，受益学生达 157

人次。刘广明董事长每次出

席颁奖会，亲自颁奖，令人

敬佩。

2010 年至今：宝音德

力格尔蒙古族长调奖学金

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

长调奖学金，由宝音德力格

尔 2010 年捐资设立，专门

用来奖励和资助我校长调

民歌专业品学兼优、家庭贫

困的学生，每年一届。学院

也积极筹措资金注入其中，

使奖学金得到发展壮大。

在 2010 年 1 月 4 日

下午举办的“宝音德力格尔

蒙古族长调民歌奖学金”启

动暨首届奖学金颁发仪式

上，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

家宝音德力格尔老师在讲

话中说：为了民族艺术，为

了民歌、长调，我将奋斗终

身，我希望你们要把蒙古族

长调民歌这个宝贵的财富

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发扬。

该奖学金自 2010 年

启动以来已颁发 8 届，共资

助学生 81 人次，累计发放

奖金十六万余元。2015 年

12 月，高娃女士个人出资 1

万元，注入该奖学金，为该

奖学金增添了一份特殊的

心愿和意义。

2012 年：“广东草原爱

心团队奖学金”

2012 年 7 月 6 日下

午，“广东草原爱心团队奖

学金”颁发仪式在我院小音

乐厅举行。广东草原爱心团

队一行 11 人出席了颁发仪

式。我院音乐系、舞蹈系共

20 名学生每人获得 5000

元奖学金。

广东草原爱心团队成

立于 1996 年，长期以来，已

相继资助了内蒙古数千个

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牧

区孩子完成学业。邢乔梅同学与自己病中所画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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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至 7 月 13 日，设计学院的志愿者们联合玉泉
区文明办，在农科院小区举办了传统文化进社区志愿
服务项目———“手绘中国梦·共创文明城”主题活动

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志愿者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沙尔营村演出

7 月 20 日，新媒体学院 20 余名学生志愿者来到了四
川省绵阳市安昌幸福小学进行为期 20 天的支教活动

7 月 14 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美术学院宣讲团
来到老牛湾村为村民们普及环保知识

7 月 11 日，影视戏剧学院“推普脱贫攻坚———习近平
总书记青春故事诵读”实践服务团和大学生志愿者“三
下乡”文化艺术实践服务团，来到呼市新城区生盖营

村，与当地百姓们共同完成了一场精彩的惠民展演

2018 年 10 月
编辑部电话：(0471)4971652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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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音 德 力 格 力 雕 塑 揭 幕 仪 式 在 我 院 隆 重 举 行
又
回
到
了
师
生
身
边

敬
爱
的
宝
老
师
，
您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上

午，我校喷泉广场东侧，人

潮涌动。蓝底白字的“宝音

德力格尔雕塑揭幕仪”横

幅、草坪中耸起的状如盖头

的崭新的红绸子，格外醒

目，吸引了众多路过的师生

驻足流连。

十时整，蒙古族长调

歌后、蒙古族音乐艺术教

育的奠基人宝音德力格尔

雕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宝音德力格尔老师早期学

生代表朝伦巴图副教授，

在读长调专业学生代表乌

日乐格同学先后发言。宝

音德力格尔老师家乡代

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左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特格希宝音专门赶来出

席仪式并深情致辞。

接着，学校党委书记

李延俊和院长黄海共同为

宝音德力格尔雕塑揭幕。红

绸揭开的那一刻，掌声四

起，大家的目光聚焦在宝老

师的雕像上、快乐的表情

上，心中涌起万千感慨和由

衷的敬意！

我校校友会副会长毅

力主持了揭幕仪式。宝音德

力格尔老师的女儿高娃、那

仁其木格也特意赶来参加

了揭幕仪式。这是继色拉西

先生之后，学院校园内立起

的第二尊教师雕像，皆由著

名雕塑家、我校艺术设计系

侯军副教授设计塑造。

黄海院长发表了讲

话。他代表全体师生，向为

民族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宝音德力
格尔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高度赞扬了宝音德力格
尔老师对蒙古族音乐尤其
是长调艺术以及为学校的
办学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并特别指出，宝音德力格尔
雕塑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的
校园文化符号之一，必将随
着岁月足迹的沉淀，在学校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艺
术学院的成长，见证艺术学
院更加辉煌的未来。

他希望，全体师生都
能以宝音德力格尔老师为
榜样，奋发拼搏、刻苦钻
研，共同为开创艺术学院
新的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
力奋斗。

学院相关专业师生百
余人和出席仪式的领导、
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激
动难忘的

时刻。敬爱的宝老师，
又回到了校园！又回到了
师生的身边！ （张世超）

宝 音 德 力 格 尔 精 神 永 存 ！
张世超

在人们追忆和梳理蜚

声世界半个世纪的长调歌

唱家、教育家、杰出传承人

宝音德力格尔老师一生的

成就时，不仅盛赞她在蒙

古族长调演唱、教育、传承

等方面的卓越功绩，也对

她一生的精神品质给予了

深情评价。浏览一篇篇回

忆宝老师的文章，采访一

位位宝老师的朋友、弟子、

同行，越来越清晰生动地

感受到宝老师精神世界的

纯真、明丽和伟大，我们可

以光荣地把其称之为宝音

德力格尔精神，其内涵极

其丰富。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宝老师对学生选材严

格：嗓音条件不好，坚决不

收；宝老师“爱生如子”，对待

有天赋的孩子、尤其是贫困

生，就像妈妈一样，不仅资助

学费，还常留在家里吃住；从

艺以来，她始终听从组织安

排，对演出活动从不推脱，有

时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半

年，离家舍子，从无怨言。对

待教学同样一丝不苟、毫不

懈怠，其人品、艺德、师德有

口皆碑。

开明开放、追求完美

宝老师从不自视清

高、固步自封、排斥其他流

派。她常鼓励学生去学习不

同唱法的歌唱艺术；而自己

在演唱、教学方面，也探索

追寻一生并与时俱进。晚

年，她仍进行着教学的创新

实践，尝试了蒙古族长调集

体授课，成效显著。

胸怀宽广、团结友爱

宝老师弟子、朋友、同

行无数，他对谁都有着草

原一样宽广的胸怀和团结

友爱之心。她同哈扎布、巴

德玛、莫德格等这些不同

流派的长调艺术大师都关

系融洽，情同兄妹。他们在

一起参加活动时亲切交

流、相互辉映的情景，成为

内蒙古民族音乐界的一道

道醉人风景。

肩负使命、勇担大任

无论是演唱、从教还

是传承，宝老师都倾注了

毕生心血。不仅使蒙古族

长调民歌走向了世界、步

入了学校规范化教育之

路，还主持了两届蒙古族

民歌演唱大专班教学，使

长调民歌登上了高等教育

的辉煌殿堂，并亲率首届

毕业生赴京演出；在她的

倡议和努力下，“宝音德力

格尔长调民歌奖学金”、歌

魂敖包和“宝音德力格尔

杯蒙古族长调大赛”得以

设立和连续举办，呼伦贝

尔新巴尔虎左旗被命名为

“中国蒙古族长调之乡”，

8000 平米的蒙古族长调博

物馆通过立项、完成了选

址，即将开始建设。蒙古族

长调民歌精神和内涵得以

进一步弘扬和升华。

崇尚自然、率真善良

宝老师生在大草原、

长在大草原，去世前又留

下遗嘱：不立碑文、骨灰撒

到大草原。她的歌声更是

被誉为“草原夜莺”，仿如

天籁的杰作；宝老师为人

一贯一视同仁、率真善良，

堪称艺术家风范的典型代

表。纵观我院及内蒙古半

个多世纪的艺术教育史，

正是以宝老师为代表的老

一辈及之后一代代优秀教

师和艺术家丰富精神内涵

的作用，才使得学院和自

治区民族艺术教育事业不

断稳步发展。这厚重丰富

的精神内涵，是学院也是

自治区民族艺术宝库中最

自豪、光荣和珍贵的财富。

宝老师的辉煌歌唱艺术和

巨大的历史贡献，赢得了

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爱戴和

尊敬，也成为蒙古族长调

艺术的一面鲜亮的旗帜。

人物词典：宝音德力格尔

宝音德力格尔（1933—

2013），女，蒙古族，中共党

员，1933 年 12 月 29 日出

生。原内蒙古大学艺术学

院退休干部，著名蒙古族

长调艺术歌唱家，音乐教

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2013 年 5 月

22 日，宝音德力格尔老师

因病不幸逝世，终年 81 岁。

宝音德力格尔 1949

年在新巴尔虎左旗那达幕

大会上登台歌唱家乡长调

民歌，崭露头角。1953 年 1

月她被选拔到原内蒙古东

部区文工团担任演员，

1954 年 8 月调入原内蒙古

歌舞团担任演员，1975 年

6 月调入原内蒙古艺术学

校任教，1979 年起担任副

校长。曾当选第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

极分子，历任内蒙古人大

常委、内蒙古自治区妇联

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中国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内蒙古

分会理事、中国音协理事、

内蒙古音协副主席等职

务。1992 年 5 月从内蒙古

大学艺术学院退休。

1953 年她参加全国第

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荣获一等奖。1955 年参加

波兰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

联欢节，演唱了《海骝马》

《辽阔的草原》等长调歌曲，

并荣获金质奖章，被誉为

“罕见的民间女高音”。她

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被誉为内蒙古“三宝”之一。

她嗓音甜美，音质纯净，气

息充沛，行腔自如，具有高

亢豪放的草原风格，是呼

伦贝尔草原民歌流派的杰

出代表。代表曲目有：《辽

阔的草原》《褐色的鹰》《盗

马姑娘》《清秀的山峰》《美

丽的内蒙古》等。她不仅是

一位长调演唱大师，在民

族音乐理论方面也颇有建

树，先后整理和翻译出版

了《巴尔虎民歌》《蒙古民

歌》《蒙古民歌分类》《蒙古

民歌之美》等多部蒙古族

民族艺术理论专著，具有

极高的学术理论水平，至

今仍作为学习蒙古民族音

乐的专业教材。

宝音德力格尔同志也

是蒙古族长调艺术教育的

奠基人之一，她把蒙古族

长调艺术引入了正规的音

乐艺术教育殿堂，将毕生

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民族

音乐教育事业。2008 年，她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退休后，她依然为保护

民族文化，带动蒙古族长

调艺术振兴而奔忙，2007

年设立了“宝音德力格尔

杯蒙古族长调大奖赛”。

2010 年初，出资在内大艺

术学院设立了“宝音德力

格尔蒙古族长调民歌奖学

金”，致力于帮助长调专业

品学兼优且家庭贫困的学

生完成学业。

2013年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心特授予宝音德

力格尔同志“中华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荣誉称号。1995 年宝

音德力格尔同志退休

后，回到了家乡呼伦

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先后开办了两届

“蒙古族长民歌演唱

大专班”，亲自教学，培

养了近百名长调艺术

人才。（张世超整理）

我校 2018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剪影

本版策划：王 磊
摄影：彭树程

7 月 9 日上午，我校“青春大学习 奋斗亮北疆”2018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学校演艺厅前举行，我校副院长蔡广志发表讲话，并为志愿者授旗

集体合影

7 月 11 日上午，志愿者们走进二连浩特市锡林社区开
展交流调研活动

7 月 11 日下午，志愿者们走进二连浩特市伊林驿站博
物馆和恐龙源地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

7 月 12 日上午，在二连浩特市恐龙广场演出

7 月 15 日上午，走进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沙尔营乡进行
参观考察、国情调研活动

7 月 10 日晚，志愿者们在二连浩特市边防检查站进行文艺汇
演，我校党委书记李延俊、党委副书记赵海忠等人在二连浩特
市副市长郭平旺、李连成（挂职）等人的陪同下，和 200 余名边
防战士共同观看了演出

编者按

我校 2018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服务活动 7 月 9 日正式启动。本次共组建 20 余支

队伍，深入乡村、社区、街道、厂矿、军营、哨所，特别是

贫困地区和牧区，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
大学生志愿者们以实际行动，汇聚青春力量、助

力精准扶贫，在实践活动中认识新时代、拥抱新时代、

耕耘新时代，切实感受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发生的巨

变。他们发扬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大力弘扬乌兰

牧骑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繁荣文艺事业、丰富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民

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期本版选登部

分活动剪影，作一集中展示。

7 月 8 日至 7 月 14 日，影视戏剧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三
下乡”国情社情观察实践服务团，赴鄂尔多斯市、北京

市进行了参观考察、学习体验社会实践服务活动

7 月 10 日上午，志愿者们在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
木额尔登高毕嘎查牧民家里开展了国情调研活动

7 月 10 日早，在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额尔登高毕嘎查牧民
家里，大学生志愿者为牧区朋友们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我院党委书记李延俊（左）、院长黄海为宝音德力格尔雕塑揭幕

宝音德力格尔雕塑

宝音德力格尔雕塑揭幕仪式后合影

专 题 报 道 专 题 报 道

我校黄海院长（左二）与新巴尔虎左旗党委常委、宣传部
长特格喜宝音（右一），宝音德力格尔老师的大女儿、我
校图书馆副编审高娃（左一），二女儿、内蒙古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硕士师导师娜仁其木格（右二）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