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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乡村气

息碰撞交融，塑造出周窝音乐小

镇独特的气质。徜徉于朴拙的巷

陌之中，色彩鲜明的音乐元素、艺

术涂鸦随处可见，“因为音乐，任何

冷僻之地，都繁花似锦”等标语，无

声地讲述着音乐改变生活的故事

音乐小镇的生命力在于将音

乐融入生活。不少国外音乐人，从

周窝出发去了解中国，然后又回

到“窝”里，音乐重新定义了周窝的

价值

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

若不是一连串的机缘巧合，这个连名字都土
得掉渣的村落——— 周窝，根本担待不起音乐小镇
的盛名。

30 年前，北牌村“巧匠”陈学孔从天津一乐器
厂回乡创业，被周窝村“能人”周国芳“收编”了。原
来生产弯头、活接、三通等水暖管件的周窝乡办工
厂，由此转产笛头、脖管、主管等乐器配件了。

10 年前，闯荡北京追逐音乐梦想的济南姑娘
董玉戈，被金音集团总经理陈学孔“打动”了。从乐
器生意转向音乐产业，为这个全国最大的管弦乐器
生产基地赋能，竟成了她拿得起却放不下的使命。

3 年前，干了 20 年乐器抛光的村妇郭玉管，
被董玉戈倾心打造的音乐小镇“吸引”了，转行当
上农民乐队的萨克斯手。她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向
游人演奏刚学会的曲子，成了镇上最拉风的“人
物”。

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乡村气息碰撞交融，塑
造出周窝音乐小镇独特的气质。徜徉于朴拙的巷
陌之中，色彩鲜明的音乐元素、艺术涂鸦随处可

见，“因为音乐，任何冷僻之地，都繁花似锦”等标
语，无声地讲述着音乐改变生活的故事。

从“水管”到“乐管”

近年来，作为千年古县河北武强的新名片，周
窝音乐小镇声誉鹊起。穿过周窝镇周窝村入口的牌
楼，浓郁的音乐气息扑面而来，一条由韩国艺术家
创作的“乐龙”腾空而起，成为小镇的标志性景观。

这条几十米长的巨龙，以中国红为主调，色彩
斑斓的鳞片，由一块块小提琴面板组成。

时尚的西洋音乐元素和厚重的华北乡土味
道，在周窝村混搭出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村庄个性。

唯音乐，更生活。前年夏天吉他文化节，意犹
未尽的乐迷们，收集附近吉他厂废弃的木片，绘上
各色图案，把沿街的民居院墙又“玩”了一遍——— 这
些彩色木片拼接的图案，将小镇点缀得活力十足。

富民路上的金音集团，每年至少有 80 万件管
弦乐器，由周窝及周边 3000 多名农民生产，销往
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做乐器能有多少利润？一年下来还不够
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呢！”陈学孔谦虚地向记者摆了
摆手，憨厚的笑容里透着精明。

其实，这家年收入 7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早已
成为仅次于雅马哈的全球第二大西洋乐器制造
商。作为中国西管乐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单位，金音
集团还是萨克斯、长笛、单簧管、小号等多项中国
乐器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

20世纪 80年代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陈学孔
从天津一家国营乐器厂辞职，带着落不上城市户口
的老婆孩子，回老家武强创办了通达乐器厂。

1990 年底，周窝乡政府买断了陈学孔的乐器
厂，动员他与周窝村的“能人”，周国芳联手成立金
音乐器厂，主要生产西洋乐器配件。

此前，周国芳经营一家乡办水暖管件厂，金音
乐器厂成立初期，既做萨克斯，也做自来水管。同
样生产金属管，材料、工艺和品质要求差别很大。

一年后，附加值低的水暖管件就被淘汰了。
1994年，沃尔玛渠道商——— 美国锦泰国际公司

到河北寻求合作伙伴，老板许成师是美籍华人。急
于开拓市场的陈学孔得到消息后，一路从武强追到
天津，又从天津追到衡水，用诚意打动了对方。

金音成为国内第一家打入沃尔玛的西洋乐器
制造商，从此驶入企业发展的快车道。

“对我们一帮‘土老帽’能造出这么好的东西，

连美国人都啧啧称奇，夸我们的手艺不逊于意大
利老匠人。”陈学孔笑着回忆，对方不只赞赏有加，
还出资 12 万美元参股金音乐器厂。

这家乡镇企业摇身一变，成了中美合资企业。
沃尔玛庞大的全球销售网络，为它们带来源源不
断的订单。2010 年前后，金音集团的国内外客户，
已达到 700 多家。

“客户一年来两次，每天就有两拨人过来。周
窝村条件太差，不好意思接待人家。”陈学孔说，当
时的周窝村，连一个像样的冲水马桶都没有，很多
客户验完货就走人，想深入交流都没有机会。

曾任金音集团副董事长的美方代表，在村里
待了一年多，最后也连人带股都撤了。

从“生意”到“生活”

从萨克斯、长笛、小号到铜管、提琴、吉他，乐
器生意一天天做大了，可周窝还是既无颜值也没
气质。客户不愿来，人才留不住，村民的生活依旧
单调乏味。

“不能光是机器轰鸣，还要人头攒动，要怎么
让周窝更受人待见，这才有了打造音乐小镇的想
法。”陈学孔如此解释初衷。

周窝人则普遍认为，如果没有金音乐器，就不
会有音乐小镇。

陈学孔不止一次到欧洲“取经”。在德国阿道
夫地区，他看到一个小村拥有好几家乐器厂。乍一
看和周窝有几分相似，仔细对比后发现，国外更多
将音乐融入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周窝生
产大量管弦乐器，但是会吹会拉的人没几个，即使
会吹几声的车间质检员，也是在检查漏不漏气。

陈学孔逐渐明白，打造独具特色的音乐小镇，
必须依靠专业人士。

201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怀揣音乐梦想的
济南姑娘董玉戈，被陈学孔的诚意打动，成立武强
璐德音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她从音乐教育
切入，力求将周窝打造成一个特点鲜明的音乐小
镇。后来，她甚至卖掉北京的房子，把小孩接到周
窝，一头扎进“窝”里来。

为了吸引更多音乐人才入驻，董玉戈请来北
大青鸟音乐集团，在周窝创建大学生音乐创业与
创意基地；建设音乐人创作室，开设大学生音乐训
练营，举办麦田音乐节和吉他文化节……

在小镇咖啡馆里，记者遇到四位瘦高的乌
克兰艺术家，闲暇时正在这里排练。他们都在董
玉戈创办的璐德音乐学校教授音乐课程。

“这些外教音乐艺术水平很高，人也特别有
礼貌。”康爱琴是咖啡馆服务员，也是这些乌克兰
艺术家的忠实粉丝。

“音乐小镇的概念是令人印象深刻。”乐手
萨沙熟练地使用翻译软件，回答他对周窝的印
象。不过，与一年前记者采访时相比，他依旧听
不懂当地人说话。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音乐交流。”笑起来
一脸阳光的萨沙，游历过国内很多城市。他早已
适应了音乐小镇轻松惬意的生活，还在这里结
识了女朋友。

和萨沙一样，不少国外音乐人，从周窝出发
去了解中国，然后又回到“窝”里。音乐重新定义
了周窝的价值，让原先连外地人都不太愿意入
嫁的农村，成为吸引外国人的安乐窝。

从“主刀”到“主角”

自 2012 年音乐小镇开工建设算起，当地政
府部门已经投入上亿元，改扩建小镇内部道路，
新建卫生厕所和景观水系等。

2016 年，周窝音乐小镇被确定为首批 127
个特色小镇之一，河北仅四个小镇入围。

如何建设音乐小镇，周窝镇党委书记闻国
图态度明确：政府要做引导者，不做“主刀者”。
这位经常把音乐术语挂在嘴边的干部认为，除
了基础设施投入，政府更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到目前为止，武强县中心敬老院、音乐水乐
方等项目已经开始运营；民乐体验馆、小提琴体
验馆、幸福乡村艺术家工作室等一批特色项目，
也被引入周窝。

董玉戈深知村民才是音乐小镇的主角。近
年来，璐德公司通过培训农民乐队等方式，提高
村民的音乐素养。越来越多的周窝农民，农活之
余拿起乐器，组建乐队有了粉丝……

年过六旬的村妇郭玉管，萨克斯吹奏水平
较高，于是有了“郭大管”的外号。只要音乐一响
起，她的眼神便开始在游客身上流动，身体随着
节奏轻松摇摆。

“郭大管”演出任务较重，就没有时间照顾
老伴。两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时，郭玉管总是眯着

眼笑，老伴看上去很严肃。
“自从学会了萨克斯，‘郭大管’经常上电视，

在家说话都有底气了。”音乐小镇一位管理人员
说。

贾俊肖是郭玉管的队友，也不识谱。过去一
年时间里，通过反复背诵和练习，厚厚的乐谱已
经“啃”下一大半。

老人刚开始吹奏时有些害羞，随着掌握的
曲子越来越多，自信心也足了，“早上起来吹一
吹，无聊时候吹一吹，一吹就有精神，玩音乐比
打麻将强太多。”

从空中俯瞰，一纵一横两条主街将周窝村
分成了和、谐、富、国四个区。这些建于 20世纪
60 年代的院落，有统一的内部格局面积，统一
的尖顶红瓦。几十年过去了，村子整体布局没有
变化。

小镇建设起步时，按照“一门一景、一户一
品、体现灵性、各具特色”的原则，村里 81 套闲
置的院落被改造成了咖啡馆、工作室、民居客栈
等。在改造中，周窝特别注意修旧如旧，最大程
度保留乡土面貌。

徜徉在周窝，既没有大拆大建的改造场面，
也没有借小镇之名立起高楼大厦。夕阳西下，余
晖拉长了老槐树的影子，投射到宽敞的街巷和
朴拙的农房。

此时的音乐小镇，更像一位朴素的老人，面
容沧桑但不失整洁，笑盈盈地接纳寻找乡愁的
游客。

从“人气”到“静气”

邻村 37 岁的罗永华，已经在金音集团干了
近 20 年。周围像她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在金
音上班。

金音集团质检员张磊除了每月收入 4000
多元，出租闲置院子一年能得 6000 元。妻子在
镇上卖化妆品，赚得也不少。

“金窝银窝不如咱的周窝。”他说。
音乐小镇的存在，周窝留住了人，尤其是年

青一代。音乐小镇管委会主任宗丙达说，周窝全
村 900 多人，除了少数在外头“赚大钱”，其余就
近吸纳就业。

音乐小镇的存在，不但让周窝人赚到钱，也
吸引了外地人来此创业。

四川人彭科飞的吉他工坊，已经从普通的
小门脸，发展成为小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这位
匠人制作高端吉他的梦想，正在和音乐小镇一
起慢慢长大。

李世琪修了 20 年的吉他，最近也把工作室
搬到了周窝。他随手拿起一把小提琴，像了解自
己的孩子一样，精准说出它的优劣。借助音乐小
镇的知名度，李世琪的业务范围扩大到欧洲，很
多老外点名让他修琴。

聚集人气是周窝人最想看到的，但显然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工作日每天三四十人游览，周末人会多一
些。”宗丙达说，“周窝要是在大城市边上，还不
得天天爆满？”

从北京驾车出发，高速和国道几次切换之
后，才能辗转到达周窝。事实上，石黄高速距周
窝咫尺之遥。住在路边的村民，都能闻到汽车的
味道。

为了提升小镇人气，闻国图向有关部门提
议，就近开一个高速出口，把车流人流引入小
镇。

今年，陈学孔将自己的宝贝——— 世界乐器
博物馆，从县城搬到了音乐小镇。这是我国首个
收藏世界珍贵西洋乐器的博物馆，老陈希望借
此增加小镇的洋气，提升小镇的人气。

音乐小镇已经度过了“七年之痒”。过去几
年里，很多特色小镇，由于过度开发、过度投资，
已经沦为“问题小镇”。这也时刻警示音乐小镇
的建设者们。

闻国图认为，建设音乐小镇需要人气，更需
要静气，给予耐心继续培养。

“音乐小镇的生命力在于将音乐融入当地
人的生活，而不是让游客吃饱喝足走人。”他
说。

陈学孔也有动力继续坚持。尽管投资尚无
太多盈利，但随着乐器产品向音乐生活过渡，音
乐小镇发展已经顺利“换挡”。他颇为欣慰地表
示，原来听过金音集团的人多，现在知道周窝的
人更多。

在音乐小镇理发店的外墙上，一幅名为《乐
来乐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出年轻人对于音乐生
活的理解：一群女人的发型都剪成乐器的形状，
头发掉在地上变成音符，音乐正在成为人们美
好生活的源泉。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柯高阳

提前一年高价签约尖子生，组织高分考生“玩
消失”，为抢生源互挖“墙脚”……“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重庆市一些重点高中为了提
高升学率，不惜采取多种违规手段争抢高分生源，
由此带来普通学校与“超级中学”的生源质量差距
拉大等问题，引发不少家长和教育界人士担忧。

中考前“抢跑”：提前一年签约“掐尖”

重庆市民张先生的女儿今年参加中考，但在
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同沙坪坝区一所重点高中签
约，对方承诺只要中考后第一志愿填报该校，就可
以降分录取。“孩子的初中成绩还不错，这所重点
高中说以后要把她作为苗子培养，冲刺北大清
华。”张先生说，孩子班上还有两名同学也同样被
“相中”，签订了提前录取协议。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了提前锁定部分成绩拔
尖的学生，每年初三上学期开始，重庆市一些重点
高中学校就陆续“抢跑”“掐尖”，以允诺高额奖学
金的方式吸引学生家长签约。一位初中老师透露，

他所在的学校今年有多位尖子生先后被某重点高
中签约，学校承诺的奖金高达数万元。

一些签约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重点高中在
签约时，要求学生中考第一志愿必须填报签约学
校，同时缴纳 2000 到 5000 元不等的保证金。与一
般协议不同，这些提前签约的协议只有一份，签字
后学校立即收回保管。家长不仅拿不到书面协议，
交的保证金也没有收据。

这样的协议有效吗？记者咨询教育部门了解
到，这类私下协议属于被严令禁止的违规提前招
生，签约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一位重点高中招生老
师说：“多少年来都是这么操作的，我们的信誉还
信不过？只要考生达到签约条件，都不会毁约。”

采访中，一些老师和家长对重点高中提前“掐
尖”的做法提出异议，签约相当于提前占了名校录
取名额，剩下来录取其他考生的名额就少了，明显
不公平。还有家长质疑，保证金收取后怎么入账，
高额签约奖金又从哪里来？

中考后“攻防”：为抢生源互挖“墙脚”

除了在中考开始前提前下手、锁定尖子生源，

一些重点高中还在中考结束后展开“攻防战”。由
此还衍生出“翻墙”“挖挖机”等“黑话”“暗语”，在家
长圈内广泛流传。例如，“翻墙”指的是考生从一所
高中所属的初中跳到另一所高中，“挖挖机”则是
指挖其他学校墙脚的手段。

按照规定，考生在规定时间可以修改中考志
愿。但为了防止学生“翻墙”填报其他学校，一些重
点高中使用各种手段限制考生填改志愿。在统计
填报考生个人信息时，有学校擅自将考生家长手
机号改为班主任的手机号，由班主任保管志愿填
报系统密码，中考结束后由学校统一为班上的高
分考生填报志愿。一些教育系统人士向记者证实，
这种做法多年来在重庆都较为常见。

重庆市中招办规定，补办志愿填报密码须由
考生及监护人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准考证，在指
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办理。为了防止考生找回志
愿填报系统密码修改志愿，一些重点高中采取种
种手段，各显神通。记者了解到，有的学校提前收
走了签约考生的身份证、户口本，防止考生变卦；
有的派出老师在修改志愿的地点门口蹲守，对修
改志愿的考生进行围追堵截；还有学校以“游学”

为名，在填报志愿期间组织高分考生去外地，使考

生无法到场修改志愿。

“中考一结束我女儿就被带出去了 5 天，这
期间联系不上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有班
主任口头保证说孩子是安全的。”家长李女士
说，事后才知道女儿被带到云南玩了一圈，还有
被带到广东、内蒙古的。

违规“掐尖”招生缘何屡禁不止

在重庆，“掐尖”招生带来的恶果正在显现。
当地教育界人士反映，持续多年的“掐尖”招生
使个别学校的升学率直线上升，但也使普通学
校与处于金字塔尖的“超级中学”的生源质量差
距越来越大，好老师也不断流失，“一树兴而百
木枯”。以 2018 年高考为例，重庆市理科前 100
名中有近一半考生来自同一所重点高中，高分
段几乎被少数几所重点中学垄断，普通学校的
学生考取好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

“掐尖”招生也引来学生家长担忧。一些家
长反映，学校为了争抢生源给学生极限施压，使
得孩子“想改志愿也改不成”；还有初三学生签
约后被要求提前学习高中课程，承受压力巨大，

家长质疑这样做对孩子的长远发展不利。
教育部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下发关

于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
要求严格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所有学校(含
民办高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
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
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跨区域招生、超计划
招生和提前招生。重庆市教委也做出了相关禁
止性规定。层层禁令之下，违规招生现象为何仍
然屡禁不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按
照当前的升学竞争模式，生源质量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未来的升学业绩，这就决定了学校容易
产生“掐尖”招生的冲动。一些地方的“超级中
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长期违规“掐尖”招生
形成竞争优势，并以此不断巩固优势地位。

多位教育界专家表示，良好的教育生态离
不开高中学校的规范招生。地方行政主管部门
须破除升学率比拼的短视思维，以更有力的措
施，严管“超级学校”，对违规“掐尖”招生行为进
行严肃问责，净化教育生态。

新华社重庆 7 月 25 日电

学校组织高分考生“玩消失”，为抢生源互挖“墙脚”
重庆部分高中违规“掐尖”招生“怪招”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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