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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
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
魂。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本届文艺调演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要求贯穿始终，促进各民族文
化的传承、保护、创新，着力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情景剧《人生》，再现了我省青年

大学生通过支援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教
育，提高各族青少年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践行了“只有
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的铮铮
誓言。

蒙古族舞蹈《丝路骏马》是新疆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应邀来我省参演的节
目，对促进冀疆两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交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情景剧《回乡之前》，是以在沧州
崔尔庄镇经商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务
工群众的真人真事创作的，通过通
用语言培训、技术能力培训等，反
映了冀疆各族群众相互尊重、
民族一家亲的真挚情感。

还有小品《面馆里的故
事》、评剧小戏 《燕山爸爸》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从不
同角度出发，汇聚成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旋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调
演从组织筹备、剧目遴选、节目策划
等各个环节，紧紧围绕“同心共筑中
国梦 幸福生活感党恩”这一主题，
展示在党的领导下，我省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
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
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照
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
道上……”一首由河北工程技术学
院青春靓丽的大学生齐声合唱的《北
京的金山上》，唱出了藏族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的美好心声。

由廊坊市代表团选送的情景诗
《民族团结追梦百年》，艺术地再现重
大历史事件，以史串歌、借歌叙史，
观众与演员一同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从党史中汲取不竭力量，奋发
向前。

承德市代表团选送的河北梆子小
戏《承诺》讲述的是，不愿搬下山的
黄奶奶与大山、老伴以及与我党干部
血脉相连的情感故事，浓浓的情感背
后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执政理念和乡村振兴的巨大凝聚力，

以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的
团结面貌。

晋剧小戏《奶茶飘香》通过张家
口一个蒙汉两族居住的小村子在乡村
振兴工作过程中的动人事迹，展现了
张家口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
精神面貌，展示了各族人民渴望通过
实际行动，感恩国家、回馈社会的
风采。

蒙古族好来宝《塞罕坝上建奇观》
诠释了塞罕坝几代人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甘于奉献，在风沙蔽日的坝上荒
原建起了百万亩林海的先进事迹。通
过演绎此节目，大力弘扬“塞罕坝精
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
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再次建功立业。一曲好来宝，
仿佛听到塞罕坝的松涛。

舞 蹈 《定 瓷》 展
现 的 是 定 瓷 婀 娜 之
体 态 ， 轻 盈 之 秀
美 ……

文 艺 之 花 ，
在河北省第五届
少数民族文艺
调演的舞台上倾
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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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至29日，期待已久的全省第五届少数民族

文艺调演，在省群艺馆剧场惊艳上演，绚丽多彩的民族文

化艺术，让人们津津乐道，流连忘返。

燕赵大地，
刮起“最炫民族风”

不忘初心，
各族儿女心向党

同心筑梦，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各级重视，

民族文化工作谱新篇

舞姿翩跹，传递着各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万方乐奏，倾诉着各族儿女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
河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满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

等55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4.8%，居全国第10位。
壮美燕赵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古以

来，各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交流交融、相互依
存、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成为各民族交
融程度最好的省份之一。

一直以来，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十分关注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
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
施。全省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绚丽
灿烂的民族团结之花在燕赵大地上历久弥新。特别是近年来，河
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
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推动民族
地区同全省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
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不断结出累累硕果。各族
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并肩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了重要
贡献。

本届文艺调演通过专家评审小组遴选审核，经主办单位批
准同意，最终全省各地选送的45台剧（节）目在省会集中展演，
65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这些节目涉及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多个门类。在题材方面，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农村的，
也有城市的；既有歌颂当代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的作品，也有反
映民族乡村发展变化的作品，打造了一批全方位、多视角地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舞台艺术精品，生动地
演绎燕赵大地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展现新时代全省各族人
民和谐发展的崭新面貌。

本届调演的视听盛宴虽已落幕，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今后的少数
民族文化工作，仍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继
续办好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等重大文体活动，全省高校民族舞蹈大赛等民族文化
品牌；推动创作一批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舞蹈、音乐、戏
曲、舞台剧、影视剧等，在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
认同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拓展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成为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
大增量。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河北省第
五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给我们留下了丰收的喜
悦，也留下了新的希望。这必将凝聚全省各族群众
的智慧和能量，拼搏竞进、砥砺前行，为开创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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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叠翠流金。调演开幕

以来，我省各民族艺术工作者满怀热
情、充满激情、饱含真情，歌颂伟大
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
成就；描绘各族儿女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壮美画卷；展现各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累
累硕果。

河北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是省
政府批准定期举办的大型民族文化活
动，每5年举办一次的盛会，今年已
是第五届。自 2007 年 11 月施行的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提出定期举
办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调演活动
正式进入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轨道。

本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旨在

大力宣传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
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弘扬和传承优
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增进中
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检
阅 2016 年全省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
调演以来，我省少数民族文艺创作
和人才建设的新成果，展示少数民
族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域特
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这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少数民族艺术盛会，以展现新时代全
省各族人民和谐发展的崭新面貌为核
心，在燕赵大地刮起强劲的“最炫民
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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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折子戏豫剧折子戏《《郭隆真郭隆真》》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选送的舞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选送的舞蹈
《《丝路骏马丝路骏马》》获特别奖获特别奖

小品小品《《人生人生》》——只有荒凉只有荒凉
的沙漠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没有荒凉的人生

舞蹈舞蹈《《壮族大歌壮族大歌》》

情景舞蹈情景舞蹈《《盅碗筷盅碗筷》》

评剧小戏评剧小戏《《燕山爸爸燕山爸爸》》

河北梆子河北梆子《《承诺承诺》》

好来宝好来宝《《塞罕坝上建奇观塞罕坝上建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