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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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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
贝 尔 大 雪
原》表演现
场。 通讯
员 大飞
摄

““雪雪原原””风风情情，，港港城城巨巨献献
《呼伦贝尔大雪原》助力烟蒙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国 内 第 一 部 以
“风雪”为主题的舞台
艺术作品———《呼伦
贝尔大雪原》获得了
第十四届“文华奖”优
秀剧目奖等十多项奖
项。日前，这部“明星
作品”来烟台巡演，引
起了现场很多人的情
感共鸣，也将注定为
烟台和内蒙古的文化
交流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今年中秋节前后

争取引进新剧目
欣赏完《呼伦贝尔大雪原》之

后，很多市民直言明年冬天一定要
去呼伦贝尔看雪去。虽然该表演反
响很好，但樊文礼并不满足。

“这部剧反响很好，但鲁蒙文
化交流促进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还远远不够。”樊文礼说，这部剧来
烟台，促进会仅仅是一个承办的角
色，将来，我们要扭转这种被动参
与的局面，要更积极主动地为两地
文化交流做点实事。

他说，鲁蒙文化交流促进会除
了日常的交流活动外，近期将围绕

“昆嵛山全真教教主丘处机与成吉
思汗”和“牟平北头村都氏家族与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主题展开
论坛活动。另外，今后要主动与内
蒙古的优秀文化团体联系，争取在
今年中秋节前后，为烟台的观众引
进一部大众化、娱乐性和观赏性更
强的内蒙古经典民族剧目。

与此同时，今年夏天，鲁蒙文
化交流促进会还将依托内蒙古商
会开展的年度“内蒙行”活动，邀请
烟台地区相关领导、学者及商界人
士赴内蒙古开展交流、观摩、考察
等活动，并邀请内蒙古的相关学者
来烟交流，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繁
荣与发展。

本报记者 闫丽君

烟台市河北商会是会员企业
与政府沟通协调的重要纽带和桥
梁；是会员企业沟通感情、互通信
息、交流情报、分享商机、同建项
目、互助共进的有效平台；是会员
企业在市场开发、对外拓展、融资
合作等过程中的品牌依托；是促进
烟台与河北两地经贸往来的助推
器。

会员是商会的根本和源泉，商
会的发展和壮大都将以服务会员、
有利会员为依归。商会坚持讲团
结、讲奋斗、讲奉献的精神，为会员
提供资金、资源、信息等方面的支
持，使会员能够快速地发展；协调
会员团结合作、共享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减少同质竞争，降低交易
成本，追求规格效益和集约化发
展，从而为会员企业更好地融入烟
台经济发展大潮、高效发展夯实基
础，创造条件。

服务会员企业

追求集约化发展

四个篇章，演绎雪原温情与震撼

2月18日晚，大型民族歌舞
诗剧《呼伦贝尔大雪原》在烟
台保利大剧院演出。全剧分为

《冬日的草原》、《森林的世
界 》、《 温 暖 的 家 园 》、《 尾
声——— 春天来了》四个篇章，
全景式地展现了呼伦贝尔银
装素裹的冬日美景和北方游
牧民族在冰雪覆盖的森林、草
原上繁衍生息、生产劳动和追
求爱情的感人画卷。

据了解，呼伦贝尔草原位
于内蒙古东北部，冬天漫长而

寒冷，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
氏度。从每年10月严寒袭来到
来年5月冰雪融化，漫长的冬季
生活达8个月以上。而整台剧正
是在这奇冷的漫天大雪背景
下，演绎了一个个不畏风雪的
民族以及由严冬和风雪孕育出
来的歌舞、传说和故事……

“真是太震撼了！”演出期
间，坐在记者身旁的闻女士禁
不住发出这样的赞叹：“这部
剧吸引人的是它的精致和大
气、感动人的是它的自然与质

朴。”而观众纪先生则认为，整
部剧中除了它的精致与大气，
吸引他更多的是内蒙古的各
种文化元素。

是的，民族服饰、长调、呼
麦、民间呼号、民族歌曲、民族
舞蹈、民族乐器、萨满文化、民
俗等诸多独具呼伦贝尔特色
的文化艺术元素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剧目中得到展现。特
别是舞蹈音乐的合唱由舞蹈
演员现场直接演唱，情感真
挚，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古老传说，展现烟蒙文化交流

“这部剧本身没有故事贯
穿，语言也听不懂，却能引起大
家的情感共鸣，是因为鲁蒙两
地之间有着很深很久的历史渊
源。”鲁蒙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
樊文礼说。

据介绍，目前在烟台的内
蒙古人有近四万人，在内蒙古
的汉族人口多是外地人迁徙过

去的，其中内蒙古东部地区的
汉族人口多是山东人闯关东过
去的，而《呼伦贝尔大雪原》反
映的恰好就是内蒙古东部族群
的文化，所以这之间有着很深
的情感渊源。

此外，烟台市牟平区作为
鲁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载
体和窗口，具有特殊的地位。

“这里有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
传说，还有元朝达鲁花赤蒙古
人必里海的后裔。”樊文礼说，
去年8月成立了鲁蒙文化交流
促进会，并建立了牟平工作
站。

“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文化
搭台，促使经济唱出更多更好
更大的戏。”樊文礼说。

112277家家河河北北企企业业在在烟烟抱抱团团谋谋发发展展
烟台市河北商会正式成立，将为会员企业搭建共同发展平台

本报2月23日讯 2月22日
上午，烟台市河北企业发展协
会与山东省河北商会烟台分
会(简称烟台市河北商会)正式
成立。河北籍在烟企业家代
表、河北和烟台的省市领导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商会、
新闻媒体代表等300余人参会
并祝贺商会成立。

据介绍，烟台市河北商
会是在烟台市民政局与山东
省民政厅分别登记注册、具
有社团法人资格、面向所有
在烟河北籍企业的民间商业
团体组织，由多位在烟河北
籍的知名企业家发起筹建，
由烟台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主
管，会员涉及贸易、IT、轴承、
广告、电子、五金、建材、化
工、农业等20多个行业，现共
有会员企业127家。

经大会选举，烟台市人大

代表、企业家张健业当选为会
长。张健业指出，河北商会的
成立是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
出对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给
予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政策，
这为商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极佳的平台。烟台聚集了众多
的河北籍党政领导、社会精英
和各界人士，接触面宽、社交
面广、信息量大。烟台市河北
商会的成立，为各位同乡交流
信息、沟通情意、凝聚合力、共
同发展搭建了公共平台；对项
目对接、贸易洽谈、经济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据介绍，烟台市河北商会
成立以后将通过多种形式、多
种渠道，为广大河北同乡提供
力所能及的生活帮助和工作、
业务对接等服务工作，并以此
为目标，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同

乡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最后张健业表示，今后将
秉承商会宗旨，依靠理事会力

量，充分发挥会员的共同智
慧，凝聚好同行众多企业的力
量，努力促进会员企业共同发
展。

2月22日，烟台市河北商会正式成立。

烟台民企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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