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魅力新农村十佳乡村”“全国最
美村镇”“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多年来，周窝音乐
小镇获得了一个个响亮的荣誉称号，但对
于创始人董玉戈来说，她更想称之为“音
乐人的乌托邦”。

“10年的坚持与坚守，只是在培育合
适的土壤，让真正想做的事情能够生根发
芽。”如何把村庄打造成音乐人的心灵栖
息地，又如何让它得到可持续的发展，从
2011年开始，周窝村成为了董玉戈培植梦
想的地方。回首这 10年，她坚定地说道：

“我们收获满满，还将继续奔赴下一个 10
年！”

“我很偏执，愿意做大部分人不
愿做的事情”

董玉戈，一个热爱音乐的温柔女子，
家乡在山东济南。是什么让她放弃了北
京的高薪，毅然来到周窝这样一个北方的
传统小村庄，甚至还把它打造成闻名遐
迩、独具特色的音乐小镇？

其实早在2009年时，董玉戈就多次受
到当地金音乐器集团的邀请，做乐器产品
的研发和提升，因此对周窝的音乐产业并
不陌生。直到 2011年，衡水市和武强县政
府正式邀请董玉戈一行人参与到周窝乐
器制造业向文化产业转型的项目中来。也
许是周窝村民的淳朴打动了她，也许是文
化的魅力吸引了她，董玉戈毅然辞去北京
的工作成为了周窝村的一员。

“我们规划打造了四个基地——全国
最大的西洋乐器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
乐器物流基地、音乐教育高地、乡村旅
游基地。这原本是一个 3年规划，然而
为了实现它，我们已经投入了 10年的光
阴……”董玉戈感慨地说，“在乡村做文
化产业和城市相比，大不相同。”当时周
窝村基础条件很落后，甚至没有上下水
管道，与城市人的生活需求和音乐人的
创作需求相去甚远。“前 3年我们都是在
打基础，改善水电路暖，中间3年是在做
硬件的改造和美化，后面几年我们主要
是继续打造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

董玉戈很清楚，想要打造出区别于
其它特色乡村和小镇的地方，就必须深
耕原有的音乐文化特色。她们租下了村
里的 81套闲置院落，将其改造成创意咖
啡馆、书吧、乐器体验馆、民宿等，内
部装修及街景外墙全部都由董玉戈和她
的团队以及当地大学生共同设计完成，

一点一滴都沁润着音乐元素。除此之
外，董玉戈还依托企业对村民进行了乐
器制作、演奏、服务等方面的培训，让
周窝村的村民也爱上了音乐，并因为产
业的发展改善了生活。

经常在小镇街头表演的农民乐手郭
玉管神采飞扬地说：“我们村子因为音乐
小镇的建设变美了、变好了，我也喜欢上
了萨克斯，给生活增添了快乐，更增加了
我的收入。”

快乐有多少，背后的艰辛就有多少。
当记者问到这10年的酸甜苦辣，问到坚持
下去的动力时，董玉戈显得云淡风轻。她
眼含笑意地说：“可能是因为我很偏执，愿
意做大部分人不愿意做的事！”

“一步一步慢慢来，让小镇的文
化内涵丰富起来”

“用漫长的 10年来打基础，才能有更
远的未来10年。”的确，在音乐小镇打造的
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一个“慢”字，就像
董玉戈的性格，不急不躁，稳扎稳打。

董玉戈坦言，打造小镇期间遇到了很
多阻力，但总能想到办法去解决，“水到渠
成”才是最理想的效果。有时候遇到一些
村民不理解、不支持，那她就会先去做别
的事情，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逐渐回到原
点。这期间，也有很多地产商想要参与到
小镇的建设中来，但董玉戈很清楚，快速
去建设，快速的收益化，只会让小镇快速

地凋零。“10年的时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
培养一种音乐氛围和底蕴。没有这些，后
面的音乐事业就很难发展下去。”

“不能急功近利。过早地实现不了，
只会让人过早地放弃。我们需要做的就
是规划、等待、做成，一步一步慢慢来，让
小镇的文化内涵丰富起来，而不是去迎合
资本。”对于董玉戈来说，建设小镇如此，
音乐人也该如此，摒弃自己强烈的功利
心，才能获得更好更纯粹的音乐。

2011年，董玉戈创建了璐德国际艺术
学校。学校既培养人才，也汇聚人才。90
后青年尹江山便是被吸引来的音乐人之
一，他晚上在璐德学校教授钢琴课，白天
则在小镇的咖啡屋驻唱、创作。偶有失意
迷茫时，他也会问董玉戈：“什么时候才能
让大家都听到我的音乐？”董玉戈总是会
告诉他，只有真正潜下心来，持续地修炼
内功才能有所成。

事实证明，董玉戈的想法是正确
的。虽然小镇没有壮观宏伟的自然景
观，但“周窝人就是风景线”。村民用

“音乐”谋生，他们做乐器，爱音乐，爱
演奏，不再只是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
而是依靠付出收获了游客们的喜爱和尊
重。小镇也逐渐吸引到了更多热爱音乐
的人们。

“未来的小镇一定会更美更好”

“让村民都回来了，才能有更好的世

世代代的可持续发展。”如今，周窝音乐小
镇各方面都越来越好，村民们深以小镇为
荣，主动参与到小镇建设中来，以前打麻
将、吵架的陋习全然不见，常住人口也从
10年前的百余人，变成了现在的七八百
人。“以前都是我们对村民进行音乐意识
和技能培训，给他们发工资，现在他们已
经逐渐成为了小镇的经营者。我们就该
放手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了，”董玉
戈坦诚地说道，“在音乐小镇的整个规划
中，音乐教育和原创音乐才是核心。”随着
周窝音乐小镇一个个荣誉称号的斩获，越
来越多的人找到董玉戈，想要复制小镇的
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都被她拒绝了。董
玉戈直言不讳：“现在还没有达到我理想
的状态，不能过早、过多地复制，并且文化
模式不适合去复制。”

建设音乐教育高地，首先要实现招
生。董玉戈将当地中小学教育重新规划
建设成特色学校，“把艺术基础教育植入
人心、植入童心”。同时，他们举办音乐夏
令营、研学游等活动，吸引对音乐感兴趣
的人来到周窝。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创
立青春音乐学院，推进职业教育，大力培
养有音乐梦想或者有兴趣的年轻人，并邀
请专家和大师级的音乐人为“种子选手”
做指导、提升。

近年来，小镇和著名的音乐人、培
训机构合作共建，吸引全国有需求的艺
考生来此学习。如今，已经成功培养了
上百名艺考生，其中有音乐建树的达到
七八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认
识：“音乐太抽象，需要天赋，实用性不强”

“学习音乐就必须要成为音乐家，太难了”
“到农村学音乐面子上过不去”……

董玉戈认为并非如此，“学习音乐不
一定就要成为音乐家，可以当乐器工
匠，可以当表演者，也可以做音乐教
育，有很多出路，并且音乐对人的一生
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乡村生活是一
种慢、一种缓，十分适合一些音乐人进
行创作。”因此，董玉戈和她的团队倾力
将小镇打造成音乐人的基地，建构一个
能创作、能收益、能让音乐人长期留驻
的平台。

“全力以赴奔向下一个10年，我相信，
未来的小镇一定会更美更好。”10年，从青
丝到鬓染霜花，董玉戈依旧淡然、执着，为
了这持久的热爱，她与小镇的情缘将谱写
出最动人的乐章。

奔赴下一个十年 奔赴持久的热爱
——记周窝音乐小镇创始人董玉戈

本报记者 闫海雪

初到周窝村时的董玉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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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拼尽全力，努力站上最高领奖
台为国争光。”近日，到达张家口崇礼万
龙滑雪场后，将出战北京 2022年冬残奥
会的衡水籍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第
一时间给景县的母亲高立敏打来电话，
平和的声音中透露着自信。

“她永远是我们的骄傲。”谈起身残
志坚的女儿，高立敏满脸自豪。

今年刚刚 20岁的张梦秋，已有着 6
年的运动员职业生涯。14岁时，因患小
儿脑性瘫痪导致身体具有一定运动功能
障碍的她，成为了河北省残疾人冬季项
目队的一名运动员，专攻高山滑雪项
目。因为身体原因，她的反应速度要比

其他人略慢一些。教练讲解动作要领
时，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学会的动作，对
于张梦秋来说需要花两三倍的时间才能
掌握。但她不服输，在教练的耐心指导
下，刻苦训练，反复琢磨技术动作，最
终熟练掌握了各项技巧，取得骄人的成
绩。2017至 2018年雪季，张梦秋开始在
全国比赛中崭露头角，并入选了国家集
训队。2019至 2020年，她在新西兰南半
球杯、残奥高山滑雪世界杯等国际大赛
中斩获 6枚金牌，2021年更是成为第十
一届全国残运会和亚残运会高山滑雪项
目的三冠王。

在母亲眼里，梦秋是一个开朗、

坚强，勇于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
姑娘，一路走来也有着很多的不容易。
梦秋曾说：“我的梦想就是站到北京
2022 年 冬 残 奥 会 的 最 高 领 奖 台 上 ”。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6 年来，张梦
秋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寒冷的训练场，一
遍遍做好教练要求的动作，一个个完成
好安排的计划。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
也给梦秋带来身体上的伤病，但她仍
专心训练，毫不放松。多年以来取得
的各种优异成绩，都离不开她的努力
与坚持。

“梦秋一年回家一趟，我们非常想
她，但想到她能为国争光，我们也特别

理解。”高立敏透露，2021 年，梦秋仅
仅在家休假 7天，其它时间都全心备战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每周训练 6 天，
每天坚持在雪道上滑行 6个小时，想家
时只能打电话回来。每次打电话，面对
母亲“注意休息”的叮嘱，她也总是语
调轻松地回应让父母放心，从未抱怨过
训练的辛苦或压力。

“我们全家人都很支持梦秋，也很关
注她的比赛进程。”高立敏表示，梦秋比
赛当天，全家人都会通过手机、电视等
渠道为她加油鼓劲，自己也会提前准备
好女儿最喜欢吃的油焖大虾，等她赛完
回家团聚。

她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访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衡水籍选手张梦秋的家人

本报记者 段文雅

张梦秋张梦秋（（中中）） 张梦秋在比赛中。（资料图片）

在湖南省江永县粗石江镇
城下村，一条柏油路直达香柚
种植基地，抗旱水渠直通田间
地头，村中的池塘清澈见底。
时隔一年，在外务工群众返乡
欣喜地发现，家乡又变了样。

“逛村庄算村账喽！”随着
村委委员毛兰芝一声吆喝，周
芝、周元礼等外出务工返乡村
民聚拢起来，在村干部的带领
下边走边聊。原本坎坷不平的
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整洁
的村容村貌让人赏心悦目。

“立村牌花了 6万元，其中
两名村民捐款 4 万元，村里承
担了刻字、安装费用 2 万元。”
村干部周燕梅为返乡村民详细
说明资金使用情况。

“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务工，
但一直关注着村里的发展，村
里修路、架桥、美化村庄等公益
事业，他们都踊跃捐款。村里
做了哪些事、花了多少钱，应该
给他们一个明白交代。”村务监
督委员会主任周衍进介绍，这
也是江永县纪检监察部门春节
前的工作部署，恰逢外出务工
群众返乡的时机，以看账目、
看现场的方式，要求各村村务
接受外出务工人员的监督。

“城下村人口 2800人，在
外务工人员达 1200 多人，针
对务工在外的村民，村里设了
村务、财务两个微信群，每月
发布信息，及时答复群里提出
的疑问。”乡村振兴驻村第一
书记龙小曾说，“村里规定，
每个村干部不能乱花钱，连买
一张纸、一支笔也要经过村委
会审批。”

“村里的每一项建设，账
面上虽然很清楚，但这些钱花
得到底值不值，还得到现场看
看。”在广东打工 18年的村民
唐树军说。

“咱们村通过土地租赁、
光伏发电，每年可获得集体资

金 11 万元，除一部分返还村
民地租款外，剩余的用于村里
环境治理、公共卫生、日常办公
等开支。”毛兰芝像个导游一
般，行进之处都展开“开支”讲
解，村民频频点头。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
好！”村民周庆华说，虽然外出
务工村民不能为家乡出工出
力，但只要家乡搞建设，大部
分人愿意慷慨解囊。在村边
美丽的河岸，大家边走边算着
账——2018年以来，城下村在
爱心助学、修建篮球场、立村牌
等公益方面，村民共捐助 17万
多元。

“以前村里事务不透明，
村民有意见。比如5年前村里
砍树卖树，树卖了多少钱、钱
用在哪里，群众一概不知。”
唐树军说，而现在，“铁腕治村
腐”举措让村民更加放心了。
2021年12月，粗石江镇纪委通
报了对城下村原村支书周某在
集体土地、鱼塘出租合同未到
期的情况下，私下与承包方续
签延期流转协议问题的处理结
果。查处之后，按正常承包价
格，每年为村里挽回经济损失
3875元。

晚上，城下村“热爱家乡、
共谋发展”座谈会在村委会举
行，20多名在外务工返乡村民
献计献策，畅聊乡村发展——

“建议培养一批农产品经
纪人，确保香芋、香柚等传统
农产品有销路。”“养鸽是新产
业，现在村里有 19 户村民在
养殖，可以继续扩大养殖规
模，让更多老人、妇女在家门
口就业创收。”“要对贫困学生
给予帮助、对优秀学生给予奖
励。”

……
围坐在一起，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倾注的是村民浓
浓的乡愁、美好的期盼。

逛村庄算村账 返乡村民喜看家乡“明白账单”
新华社记者 谢樱

6日晚开始，钱惠的手机
“炸了锅”。她所在的一个个家
长群里，给中国女足的点赞一
屏接一屏。还有学生激动地用
家长的手机在群里发语音——
正上幼儿园的刘馥雨奶声奶气
地说：“中国女足太厉害了！
最 后 几 分 钟 ， 中 国 女 足 赢
了！”小学一年级学生张予宁
则“成熟”不少：“姐妹们，
最后一个进球你们记得吗，教
练教过的……明天（训练）见
了，继续加油！”

钱惠是上海市普陀区青少
年足球学校女足高级教练员，
深耕校园女足近 30 年。本届
女足亚洲杯这支中国队里，唐
佳丽、张馨、赵丽娜和杨莉娜
都是钱惠的弟子。

半 决 赛 点 球 淘 汰 日 本
队，决赛中 3:2逆转绝杀韩国
队……对场上姑娘们的表现，
钱 惠 说 得 最 多 的 是 “ 很 感
动”，为逆境中永不言败的精
神感动。“这给我们队伍里的
小朋友们树了榜样，是极大的
鼓励。”

钱惠的爱人张翔是普陀区
青少年足球学校校长。在家里
和爱人一起看亚洲杯比赛，钱
惠心情复杂，当年小女孩们的
身影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唐
佳丽小时候在我们队一直是正
选前锋，身体素质很好，尤其
突然加速这一下是很棒的。打
比赛她进球最多，旁边家长都
说‘这小朋友真不错’，都成
她的球迷了。”“对阵日本队那
场，张馨发挥得非常棒，她耐
力不是很好，却拼足了 120分
钟，在场上不停地跑，很不容

易。”
踢得好当然骄傲，踢得不

好钱惠也跟着急：“怎么这样
子……”日常训练中，她一直
跟女孩们说，积极出战术，必
须要跑动；有信心不一定会
赢，但没信心肯定会输。

“场上的跑动不仅在于体
能，更在于精神。”钱惠说，

“很多时候，队员们上半场的
跑动没有下半场多，攻击力没
有那么强，为什么？其实不是
没有体力，而是一种压力、紧
张，或者过于保守造成的。”

而决赛中极端困难的局面
下，姑娘们“完全是一种释
放，在这种忘我的状态下，跑
到抽筋了都还能跑”。

正月初七下午，钱惠带领
普陀女足开启春节后的首次训
练。“我们要做的是把基础打
扎实，教孩子们在场上拥有决
策能力、观察能力，要让她们
学会打比赛，走正确的路。”
钱惠说，足球运动本身是很好
的挫折教育，也能锻炼团队协
作精神，让孩子更加开朗阳
光，独立性和自理能力更强。

走进普陀女足宿舍楼，抬
头就能看到一圈醒目的大字：
胆量、自信、激情、投入、团
队协作、责任心……站在普陀
女足培养出的国家队队员照片
墙前，钱惠盼望社会对女足有
更多关注。“中国足球应该更
加有自信。”

告别钱惠时，宿舍里的宠
物犬像是送客一般地叫了起
来。钱惠笑着说：“它的名字
叫希望。张翔说了，要是再养
一只，就叫圆梦。”

女足夺冠第二天，启蒙教练又带队奔向训练场……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许东远 吴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