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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 241 线绛县县城过境段改线工
程 （以下简称“拟改建公路”）全线位于
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境内，涉及卫庄镇、
古绛镇、冷口乡，路线起点位于卫庄镇
北侧，设置互通上跨卫东一级路，终点
位于冷口乡西与国道 241（原省道王横
线）顺接，路线全长 19.44 公里。按照双
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 公 里/小 时 ，总 投 资 估 算 12.27 亿 元 。
目前拟改建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现征求
拟改建公路沿线居民及单位的意见，可通
过信函、电话或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或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反馈意见和建议，具体联
系单位及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绛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吕先生
电话：0359-6522394
E-mail：jiangxiandaolugu@126.com
地 址 ： 山 西 省 运 城 市 绛 县 厢 城 西 街

108号
邮编：043600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山西省

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 （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女士
电话：0351-7779512
E-mail：sxjthb@126.com
地址：太原市武洛街 27号
邮编：030032

国道241线绛县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环保信息公告
平陆县境内国道 G522 三湾段至常乐

段改建工程，路线全长 22.707 公里，为确保
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
至 9 月 10 日对 K179+366—K202+068.764
路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
辆和行人通行，过往车辆请根据绕行示意
图绕行至谭圣线、西沿山公路、运宝高速、
运城绕城高速、侯平高速通行。

运城市公安局
2021年 3月 10日

通 告

山西省鑫鲲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根据我上级单位要求，由我单位与贵

公司签订了《房地产租赁停偿委托管理项目整改协议》，根
据协议约定，贵单位租赁的位于山西省军分区临汾干休所 3
号院（原运城军分区干休所）运城市盐湖区中银路 241 号楼，

由贵公司每年向我单位支付租金 204000 元，现贵公司仍拖
欠 2018 年至 2019 年度租金 204000 元未付；因改革调整，贵
单位租赁的上述房屋及相关合同权益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
山西省运城军分区，我单位无权收取该租金，贵公司应将逾
期未支付的租金直接付至该单位，具体付款期限等事宜由
贵公司与该单位协商。

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临汾干休所

2021年 3月 11日

通 知
山西省鑫鲲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临汾干休所的通知，
贵单位应将逾期未付的 2018 至 2019 年度租金 204000 元
付至我单位，现因贵单位已逾期支付租金两年之久，请贵
单位接到本通知后 3 日内将该租金付至我单位指定下列

账户：
户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运城军分区保障处
开户行：工商银行运城河东支行
账号：0511034209026700113
如逾期既未支付租金，也未与我单位就延期付款达成

一致意见，我单位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单位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运城军分区
2021年 3月 11日

通 知

我 叫 王 江 利 ，身 份 证 号 码 ：
142725199805066824，现住地址：运城市
盐湖区北相镇东曲马村，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在运城市中心医院分娩一男婴，取
名裴沐涵。

因孩子父亲联系不上，无法提供父
亲有效身份证件为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根据规定，现声明为孩子办理单亲出

生医学证明。自声明之日起 1 个月内，任
何人如有异议，可向运城市中心医院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办 理 处 提 出 ，电 话 ：0359—
6397520，过期将按规定为孩子办理单亲
出生医学证明。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江利
2021年 3月 15日

办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声明

●不慎将王中成残疾证（证号：14272419540327391444）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解国峰残疾军人证（证号：晋军 M017682）丢失，声明作废。

蔚蓝的天空下，紫红色的蒙古舞袍
随风漫卷，头顶的瓷碗纹丝不动，马头
琴琴声悠扬飘荡……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蒙古
包前，乌兰牧骑的女队员们舞动柔美身
姿，男队员动情地拉着马头琴，正在为
牧民表演顶碗舞。蒙古包周围，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牧民看得入神，不时鼓掌，
笑容在寒风中绽放。

今年春节以来，被誉为草原“红色
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深入内
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沙漠、偏远嘎
查（村），为牧民送上一场场精彩、暖心
的文艺演出。

广袤草原上，他们犹如欢快的百灵
鸟，为群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歌；辽阔
大地上，他们又像绚烂的花朵，60 多年
来始终绽放着夺目光彩。

重本色——一切为了人民

时光回溯到 1957 年的夏天。9 名
牧区青年驾着 1 辆马车，手拿 5 把乐器、
2 块幕布和 3 盏煤气灯，在一户牧民的
蒙古包前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这是我国首支乌兰牧骑——内蒙
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当时的
内蒙古草原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牧民们
几乎看不到书籍、演出和电影。

为改变这一状况，内蒙古自治区委
决定组建小型、流动、综合性的文化工
作专业队伍，名字就叫“乌兰牧骑”，在
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嫩芽”。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
牧民”，是乌兰牧骑创立之初的口号。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队员们前往牧民
家的脚步。

当年，组建不久的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去戈壁深处的牧民家演出，途中经

过一处沙地时，马车突然深陷沙土、动
弹不得，拉车的骏马也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耽误工作！9 名队员二话不
说，扛起演出道具，徒步一整天赶到牧
民家。

年逾古稀的金花是鄂尔多斯市乌
审旗乌兰牧骑第一代队员。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她与队友们每年下乡七八个
月。炎炎夏日，他们背上简单的行李、
乐器和服装，赤脚走在滚烫的毛乌素沙
地上，生怕把鞋子踩坏。烈日的蒸烤让
人口渴难耐，他们却只能捧起沙丘下一
小湾积水解渴，水里满是黑压压的小蝌
蚪……

面对面到群众中去，实打实为群众
服务。

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秋天打
草，冬天放牧，与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

金花回忆，那时候，队里常有人抱
着一两个月大的孩子去演出。母亲在
台上表演，婴儿在台下啼哭。牧民看到
了，就抱起孩子喂奶、喂水，演出结束再
把熟睡的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

“牧民们亲切地叫我们‘玛奈乌兰
牧骑’，意思是‘我们的乌兰牧骑’，亲得
就像一家人。”金花说。

重传承——扎根生活沃土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乌兰
牧骑的创作定位；

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给群
众，为他们加油鼓劲，是乌兰牧骑孜孜
不倦的追求。

翻开一份 1965 年的乌兰牧骑全国
巡演节目单，马头琴独奏《蝶恋花》、民
乐合奏《鄂伦春人民好生活》、好来宝

《牧马英雄》等，创作题材均来自农牧

区，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民
族艺术形式在队员的精彩表演中熠熠
生辉。

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培养出大批
艺术人才，德德玛等艺术家都出自这所
民间“学校”。

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歌手乌兰图
雅，儿时经常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后
来，她也成为家乡乌兰牧骑的一员。“迎
着烈日走，踏着风雪来，深情的河流也
为我澎湃；马头琴声悠扬，牧歌飘天外，
一路洒下我们火热的爱。”乌兰图雅演
唱的这首《乌兰牧骑之恋》，饱含她对乌
兰牧骑的深情。

没有哪种情怀，比心系群众更动
人；

没有哪种事业，比服务人民更高
尚。

60 多年来，乌兰牧骑脚步不停、传
统不丢。

从赶马车、骑骆驼，到开拖拉机、
坐 大 卡 车 ，再 到 乘 大 巴 车 、流 动 舞 台
车……改变的是队员们的演出条件，不
变的是他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
众的初心使命。

如今，118.3 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
大地上，活跃着 80 多支乌兰牧骑队伍、
3000 多名队员，每支队伍每年下乡演
出超过 100场。

重创新——舞台更加广阔

2017 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
16 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乌兰牧骑 60 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的
决心。

当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
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

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

今年 35 岁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队员乌宁，每当想起这封回信，就感到
无比自豪、充满力量。

“党和国家对我们信任、肯定，牧民
群众对我们喜爱、关心，我们只有加倍
努力回报。”乌宁说，她常常用曾是乌兰
牧骑队员的姥姥的话鞭策自己，“要把
最好的表演献给牧民，为人民服务永远
不变”。

乌兰牧骑始终把舞台设在人民中
间，坚持文艺为民，不断提升艺术作品
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推动文艺创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乌兰牧骑将中国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中，创作出舞蹈

《脱贫攻坚赞》、小品戏《喜鹊为啥叫喳
喳》等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
文艺作品。

2018 年起，内蒙古组建“乌兰牧
骑＋”综合志愿服务队，在文艺演出
基础上，推出医疗卫生、法律援助、
技能培训、理论宣讲、科技推广等多
种服务项目，重点面向交通不便、生
态脆弱、文化生活匮乏、人口居住分
散的农村牧区。

初春的科尔沁草原乍暖还寒，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牧骑带领综合
志愿服务队下乡演出。

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与
乌兰牧骑一同下乡的农牧部门工作人
员与农牧民聊起今年的生产打算。交
谈中，去年脱了贫的阿力得尔苏木牧
民苏和得知乡村振兴的政策后很是兴
奋。

“我想近期再把养牛规模扩大些。”
他笑着说，“现在的乌兰牧骑还给我们
传授‘致富经’。”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2日电）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乌兰牧骑永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华社记者 殷 耀 于 嘉 哈丽娜 邹俭朴 达日罕

2018 年 9 月 13 日 ，在 内 蒙 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达
音高勒苏木浩尼钦哈夏图嘎查的

一处草场，演出结束后，镶黄旗乌
兰牧骑的队员教牧民拉马头琴。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2018 年 9 月 13 日 ，在 内 蒙 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达
音高勒苏木浩尼钦哈夏图嘎查的

一处草场，镶黄旗乌兰牧骑的队员
在为牧民表演文艺节目。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演出结束后，牧民为他们倒上奶茶（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974 年，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在草原上准备表演节目（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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