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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博物院

从无人区走向

新家园

夏日清晨，细雨霏霏。上午十时左
右，有两位农民敲开我所住的“蒙牛小
院”的门。

周窝音乐小镇创立初期，为了丰
富小院的文化内涵，增强现场体验感，
小镇邀请蒙牛集团进驻这个院落，布
置了一些展品和模型。几年过去了，小
镇在嬗变中，这个小院也改变了功能，
成了网络直播场所和临时小会议室，
并兼有住宿功能。在客厅背后的窗台
上，放着两只沙锤，墙壁上悬挂的画片
中，年轻化的文字表达，描述着音乐对
生活的影响。游客不多，这个院子很宁
静。院中一棵枣树，枝繁叶茂，缀满了
绿色的枣子，树枝几乎低垂到了地面。

一位老人走过来自我介绍道：“我
叫周同敏，这个院子，就是我祖上的老
宅子。”

他的父亲周文乐，是周窝村第一
任党支部书记。提到父亲时，67 岁的
周同敏方正红润的脸上，洋溢出光

彩。他微笑着说：“音乐小镇对民居的
改造，保留了尽量多的初始元素，是
在乡愁的根部开始的嫁接。每一个院
落，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同时会让人
畅想未来。”

人们说到周窝村的发展，不得不
提到周窝村的老支书。采访中得知，老
支书的称谓，一般指的是第一任村支
部书记周文乐和第二任支书周二元。
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周窝村的领路
人，为周窝村的发展费尽心血。

周文乐，是一位抗美援朝复员老
兵。在朝鲜战场上被震聋了双耳。他
1956年复员返乡后，担任了周窝村党
支部书记。上级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和曾经的立功表现，数次想安排他到
管理部门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从
此，这位少年时代闯关东，30 多岁回
乡的汉子，在这片他热爱的乡土上，倾
注了全部心血。

黄河故道，滹沱沿岸，自古多水

患。1963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
摧毁了周窝村。洪水退去之后，为了
尽快恢复生产，修整房舍，“让人们
不挨饿不受冻，吃得饱穿得暖，过年
能吃上饺子”是党支部考虑的头等大
事。以周文乐为首的党支部，提出村
里要干两项工程，第一项就是兴修水
利。要打深井，把村里的耕地都变成
水浇地，同时要挖排涝沟，从根本上
解决农田旱涝困扰。村里虽然地不
多，但都变成水浇地，那在当时，几
乎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既然党支部
对村民们许下了承诺，那就要干出个
样子来。当时还没有打井机械，全靠
人力上，村里先后试了木头管道、藤
编管道、粗竹管道、水泥管道，打了
六 眼 土 井 ， 全 部 以 失 败 告 终 。 到
1975 年，县里有了打井队，村里一
下打了八眼深井，所有农田都变成了
水浇地，从此，周窝村每一年都是丰
收年。据村里老人回忆，在那个时
候，老百姓全年都能吃上细粮，这在
全国都是少有的。第二项是要建高标

准的房屋。房子要结实宽
敞，让每一家每个人都不挨
冻，每座房屋都不漏雨。吃
饱，穿暖，住着不漏雨的房
子，这是祖祖辈辈农民最简单
的梦想。从 1963 年到 1975 年，
村 庄 集 中 整 修 房 屋 30 多 家 。
1975 年后，村里慢慢有了积蓄，
在时任村支书周二元带领下，重
新规划整个村庄，找平地基，翻盖
所有房屋，每家四间北屋，两间旁
房，全部为青砖红瓦。这可是一项大
工程，一直延续到 1985 年，周窝村
实现了家家住进新房的梦想。一个街
道规整、房舍美观的崭新村庄呈现在
平原上，周窝村立刻成了全县的标
杆，并受到了省里的表彰。

人们都说周窝村民风好，是多年
的“文明村”。在老支书心里，周窝村
就是要成为一个文明村、富裕村。今
天，人们谈起那一辈人建设村庄的豪
情，仍不禁唏嘘感叹。老支书周文乐，
也因为积劳成疾63岁就去世了，但是

村里人至今都对他心存感念。村里一
直延续着优良的传统，党员和军烈属
每户都挂牌，文明户、五好家庭、美丽
庭院等，每年都评选，这个村子在经
济发展起来后，并没有浮躁，也没有

“乱了节拍”。可以说，历任党支部起
到了“压舱石”的作用，是村民们的主
心骨。

□河北日报记者 韩 莉

它，偏安于河北博物院文物库房
展柜一隅，一张薄纸，毫不起眼，却又
重若千钧。它，见证着战火烽烟里的
军民鱼水深情，记载着普通百姓在艰
难岁月中的坚韧与伟大、付出和牺牲。

它属于一级文物，长 35.8 厘米、
宽24厘米。右侧为“赠给热河省兴隆
县无人区代表霍司氏同志”。中部
用毛笔自右至左竖行书写“把我们
对敌斗争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贯
彻到生产中去，领导无人区的广大
人民实行生产致富建设新家园”。
左侧落款为“中国共产党热河省执行
委员会、热河省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
热河省军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三月□日”。

这张奖状的主人是兴隆县半壁山
公社米子地大队槐木林小队霍大娘，
这当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宝贝
吧。霍大娘，原名司桂林，丈夫姓霍，
所以称为霍司氏。奖状颁发于 1949
年3月，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奖状是热河省政府用
以表彰霍大娘带领大家生产致富建设
新家园的，但奖状中提及的“无人区”

“对敌斗争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却是
对那段艰辛抗战岁月的真实反映。

兴隆县在当时属于热河省。热河
是中国旧行政区划名称，省会设在承
德，管辖区域在今天的河北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1933年3月，
日军占领热河省，把它纳入伪满洲国进
行殖民统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后，日军对我根据地多次大“扫荡”，“无
人区”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热河省是日寇制造无人区的重点
地区，而兴隆县是重点中的重点。不
少百姓为了躲避日军，生活在深山
中。1944年日军对霍大娘所在的半
壁山进行大扫荡，多少同胞惨遭奴役、
关押、杀害。面对日寇的疯狂，八路军
和游击队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屈
不挠地在广大无人区坚持斗争。艰难
的环境，吓不倒信仰坚定的人；残酷的
暴行，更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牢
不可破的鱼水关系。军民一心，同仇
敌忾。

两个铁水桶，一个葫芦瓢，两只破
碗……在河北博物院“抗日烽火 英
雄河北”展厅的一组展柜前，博物院陈
列研究部的蒋飞飞端详着这几件看似
普通的展品说：“可别小瞧它们，这是
霍大娘给八路军送水送饭的铁水桶、
葫芦水瓢，那是兴隆县无人区对敌斗
争时张振常自制使用的木碗。这些文
物正是军民一心、不屈不挠对敌斗争
岁月的见证。张振常当时任游击队小
组长，他的父母、妻儿等7人，在集家
并村中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存活下来
的三兄弟在无人区坚持同日寇斗争，
锅被摔成两半就用一半做饭，瓷碗被
摔碎就自制木碗吃饭。在游击作战
中，三兄弟曾用自制地雷炸毁了敌人
的汽车。1943年兴隆县无人区的张
翠屏，冒着即将分娩的危险，翻山越
岭，亲自带路，帮助司令员李运昌等
296名八路军突破敌人包围圈，最终
在冰天雪地中产下了孩子……”

熬过最艰难的岁月，盼来了胜利
的曙光。1945年八路军对日军发动
反攻，无人区人民重新获得了自由。
时光再次回到1949年3月，这一天，天
气晴朗，霍大娘光荣地站在领奖台上，
台下是欢庆热闹的人群。笼罩在人们
心中的阴霾都已散去，一种崭新的生
活即将到来。霍大娘高高举起奖状，
她知道，自己所获得的这份荣耀，以及
这铭刻着时光的印痕将长久地留在后
人心中。

赠给热河省兴隆县无人区代表
霍司氏同志的奖状。

河北博物院供图

周窝交响周窝交响
□□宋峻梁宋峻梁

周窝，位于木版年画之乡——
河北省武强县，它的村名始于明永
乐年间的“周家窝棚”。一个“窝”
字，形象地道出了它的小和闭塞。
当然，这是以前，现在因为一座音乐
小镇，这个小村已经蜚声国内外。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强
县的乐器产业就在这里孵化成长，
如今，周窝音乐小镇声名远播。

2009年，北京的音乐圈名人董
玉戈，带着好奇心来到河北省武强
县——这个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
村庄的南侧是石黄高速公路，向西
连接着省会石家庄，向东通向渤海
之滨的黄骅市，村庄北侧是307国
道。在速度与嘈杂的交织之间，这
个小村庄经营着四季荣枯，也瞻望
着远方。初来乍到的董玉戈隐隐感
到了它的躁动。

刚刚改革开放几年，周窝村就富
了。

当年，村里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
时也没有放松工业和副业生产。从
1976年开始,村里先后办起了变压器、
橡胶铸件等村办企业，提高了农民的
收入。某一年村里组织村民统一购置
了一批牡丹牌彩色电视机，成了远近
闻名的“牡丹村”。周窝村怎么这么富？
当地人都说：俺们这村里能人多。要说
最厉害的，大概要数老陈吧。如今老陈
的金音乐器集团，有萨克斯、小提琴、
吉他、黑管等七个分厂，成了亚洲最大
的西洋乐器制造商。

他们所说的老陈，就是陈学孔。

陈学孔的老家并不是周窝村，而
是县城北边的北牌村。陈学孔早年在
天津一家工厂当工人，挣了些钱。改革
开放像一场浩荡春风，陈学孔看到各
地都有人下海，于是拖家带口离开天
津，就在离周窝村不远的小范镇办了
一个黑管加工厂，结果并没有他想象
的顺利。武强县是个传统农业县，这洋
玩意是个新鲜东西，工人没技术，摸不
透，时间不长，他准备搬到相距几十公
里的深州去，那里也有人在做西洋乐
器。巧的是，周窝村生产水暖配件的社
办厂厂长周国芳正发愁呢，产品不景
气，急需盘活。听到这个消息，乡党委
领导跟他一起劝说老陈留下来，在当

地干一番事业。就这样，1989年，周窝
水暖配件厂转变成了西洋乐器加工厂
——通达乐器厂。一开始技术还是不
过关，厂子也是举步维艰。老陈请了专
家指导，勉强维持着。

转机出现在1995年。老陈偶然听
说一位外籍华人正在国内找合作伙
伴，而且手里有大订单。那时通讯手
段还没这么发达，“跑业务”几乎全凭
一张嘴两条腿，于是他一路打听赶到
北京，又从北京追到天津，从天津追
到内蒙古，风尘仆仆，终于找到了美
籍华人老板许成师。人家一听是乡镇
企业，很怀疑他们的生产水平，但搁
不住老陈的一番赤诚，答应去看看。
那时候，企业的条件很差，武强县的
接待能力也不够，第二天一个外商待

不住，走了。但是，许成师看了厂子，
感受到了武强人的朴实和奋斗的劲
头，深思熟虑后决定跟他们合作。如
今，老陈提起当年创业初期的艰苦仍
然感慨万千。合资企业金音乐器有限
公司的成立，成为企业发展一个重要
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单属于乐器
厂，也属于整个武强县。从此，武强县
的西洋乐器通过贴牌方式，打进了沃
尔玛超市，打进了国际市场。今天，当
年的小作坊成为拥有固定资产过亿
元的金音乐器集团，年利税3000多万
元，西管乐器生产规模位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

2011年的一天，老陈偶然得知两
位天津的老朋友，要去外地考察建乐
器厂，立刻向县委领导汇报，周末就

赶去了天津。两位朋友很感动，最后
决定把厂址选在了武强县，这就是现
在的嘉华乐器有限公司。如今，金音
乐器集团不但是多年利税大户，也带
动了当地就业。一年一年累积和奋
斗，促进了乐器产业分蘖式成长，目
前已经有三十多家乐器生产企业聚
集于此，形成了产业集群。

周窝村的村民基本上除了自己有
企业的，就是在乐器车间打工的，有的
村民既有田地，也是工人，全村早已脱
贫致富。不但如此，有的乐器公司还设
置扶贫车间，通过投资分红等方式，扶
持了不少本县的贫困户，带动和加快
了全县脱贫致富的步伐。然而，音乐产
业发展起来了，老陈总觉得还缺了点
什么……

周窝村从不缺奋斗精神，“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始终激励着每个人。

老陈深知传统产业必须打开新的
空间，才会得到更好发展。于是，他萌
生了要把周窝升级改造的想法，这也
得到了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彼时，正在
北京主编音乐杂志的董玉戈，也遇到
了新问题，网络的兴起冲击到纸媒的
发展，音乐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呢？诗与
远方，在何处可以落地成真？当她与陈
学孔这位来自农村的企业家，谈到创
建音乐小镇的大胆设想时，双方一拍
即合。这一创意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
支持。董玉戈也在县领导热情邀约下，
下决心将璐德文化公司迁到了武强，
通过专业团队，将雄厚的乐器产业基
础和多元的文化创意有机结合，为小
镇注入新的发展理念，倾力打造周窝
音乐特色旅游小镇。

周窝村就像毛毛虫蜕变蝴蝶一
样，破茧而出，翩翩起舞。

推土机、钩机开进了平静的村庄，
周窝村两委班子配合镇政府，挨家挨
户宣传政策，描画美好蓝图。金音乐器
集团董事长周国芳，花了25万把家里
的旧房子按照改善民居的思路，重新
设计装修，做了一个样板。小镇建设就
以此为思路，将先期摸排出的二十多
套闲置民房，以责任制方式分包给县
里各部门来改造。村庄周边破旧的厂
房、临建被拆除，村东的污水坑改成了
荷花池，村庄内外的十几处乐器与艺
术雕塑陆续完成。开脸、描眉、施粉、涂
唇，一个崭新的音乐小镇芙蓉出水，姿

彩初绽。衡水市委在周窝召开了小城
镇建设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小镇的
改造升级。2012年周窝音乐小镇被评
为河北省十大文化产业项目之一。音
乐小镇建设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建设开始提速。

董玉戈作为音乐小镇的经营者和
文化种植者，她深知要把一个村庄变
成一个时髦的音乐小镇，不仅有形还
要有魂，文化气息就是它的魂。自从第
一场麦田音乐节举办，国内外的艺术
家接踵而来，吉他文化节、肖邦钢琴比
赛、诗歌节、大学生音乐节……一场场
艺术活动在周窝举办，一家家文化机
构落户周窝。周窝音乐小镇频频见诸
各路媒体的报道中，一下子红得发紫。
然而，音乐活动都是短暂的，短期可以
打知名度，而能为周窝留下什么才是

最重要的。2013年举办乡村艺术节期
间，韩国艺术家团队以“鱼”为喻，利用
乐器工厂木板脚料，创作彩色木鱼，既
有绵延百米的龙形“鱼”群，也有点缀
民居的小“鱼”群，这些由学生、村民和
艺术家共同完成的作品，成为周窝村
的一道艺术风景。

董玉戈说，音乐小镇不是发展旅
游那么简单。“开始创建时，有人提出
要把村民迁出去，我不同意。我觉得村
民的参与对小镇很重要，如果没有了
这些原住民，商业气息过多，就失去了
小镇的价值，会很浮躁。”她认为，那些
乡音，那些乡亲，才是乡愁的根本，而
艺术会让乡村的诗意升华，是一种和
谐，这样乡村振兴才更有价值。

从音乐小镇的创建，到音乐小镇的
经营，周窝村的村民参与度都非常高。
每天在小镇街口演奏萨克斯的郭玉管，
成了网红人物，她过去是萨克斯生产线

上的一位普通职工，每天打磨萨克斯配
件，音乐小镇改变了她的生活，六十多
岁的她，不但学会了萨克斯演奏，还带
动了不少亲戚朋友练习萨克斯；演奏之
余，她还负责向游客介绍民宿，并经管
着小镇上的年画体验馆。留着时髦发型
的音乐人韩强，曾是一个走南闯北的泥
瓦匠，从小爱好音乐，多忙也没有放下
过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如今在璐德音
乐学校做辅导老师，在音乐小镇经营着
一家音乐馆，同时还是两个民间乐队的
键盘手，周末要教村里的几个娃娃架子
鼓，家里还有四亩农田要打理，他的身
份也像架子鼓般，忙中有序，切换着节
奏。村民食堂系着围裙的贾晓燕，过去
就是个单纯的农民，现在不单是食堂大
厨，还是村里乐队的指挥……音乐小镇
让周窝村的人动起来了，在小镇的建设
和日常运营中，周窝村的农民也正在经
历着自我身份的转变。不但如此，小镇
的人口结构也在慢慢改变，乌克兰的
音乐家、四川的手工吉他制造师、唐山
的追梦歌手、北京寻找乡村诗意的姑
娘……他们都发现了周窝之美。

陈学孔说：“经济改变生活，文化改
变人。因为文化，一个人的处事方式、世
界观都不一样了，城市的人和乡村的人
差别在文化上，周窝音乐小镇的男人女
人走出去，跟别的村子里的人一比，不
一样了。我们这虽然还叫小镇，其实从
外到内，从皮到瓤都在改变。”

在周窝音乐小镇，音乐元素无处
不在，似乎这里就是人们向往的诗与
远方。周窝的人们亲切地叫董玉戈“董
老师”，董老师在周窝就是带来远方与
诗意的人。在街道两旁的槐树下，艺术

家的造型艺术和雕塑作品随处可见；
墙体彩绘表现夸张而富有节奏；而墙
面上偶然与目光相遇的诗行，也让人
生出许多乡愁，产生无尽遐想。

如今，小镇民宿和音乐家工作室
可以一次接待上千人食宿。民宿家庭
旅馆，既保留了周窝村的乡村记忆，又
加入了现代化元素与音乐元素。小镇
东南角的“水乐方”在夏天最热闹，是
孩子们玩水嬉戏的地方，它的旁边就
是英伦风格名品街和音乐广场。高大
宽敞的音乐体验馆是音乐爱好者体验
和学习音乐的地方。屋顶钢琴造型的
世界乐器博物馆，收藏着几百件来自
世界各地的管弦乐器。

周窝音乐小镇以乐器制造为基础
产业，以音乐教育和旅游为生发点，像
生命力顽强的藤蔓不停延伸着、生长
着。“青春音乐学院”是董玉戈最看重
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培养新音乐人
的工程，她梦想着有一天能从小镇走
出真正的音乐家，梦想着音乐人在这
里写下名满全国的作品。

周窝村，已经不能再用穷乡僻壤来
表述了。周窝村，越看越不像一个村庄
了，那些种地的乡亲还在，可是生活方
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村庄，十年间，悄悄地，又轰
轰烈烈地变了。

从周窝的乡村振兴，我们可以看
到文化的参与，可以激发持久的推动
力和想象力。这个只有二百多户人家
的小村庄，一边生长着世代延续的农
业梦想，一边激荡着新一代周窝人的
音乐梦想、时代梦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宋峻梁摄）

致富梦

乡村梦

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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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乐器博物馆世界乐器博物馆。。

街头小乐队街头小乐队。。

随处可见的艺术随处可见的艺术
家雕塑家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