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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

村，是冀中平原上不起眼的小乡

村，却流淌着具有 600 多年历史

的风格纯正的古乐文化。

屈家营音乐会创于元明之

际，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因

为主要靠管子领奏，用笙和奏，故

也称笙管乐。作为我国目前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音乐之一，屈家营

古乐与西安仿唐乐舞、湖北编钟

乐、北京智化寺古乐并称为中国

四大古乐，被誉为“音乐活化石”。

屈家营村东头有一处非常显
眼的仿古建筑，那就是屈家营音
乐堂“乐圣苑”。由农民组成的屈
家营音乐会在音乐堂有定期的演
出。走进屈家营，处处能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古乐气息。

屈家营伴随着古乐而生，如
今又因古乐而兴。依托传统文化
瑰宝，屈家营在 2008 年确立了打
造古乐之乡的发展目标。屈家营
围绕古乐，提出培养一支队伍、建
设一个阵地、形成一个产业。

“村里演奏古乐的老人已经
不多了，年轻人又出去打工了，学
习的人难找。虽然如此，演奏了几
百年的音乐不能丢。”屈家营音乐
会会长胡国庆说。胡国庆已经 60
多岁了，是村里少数几个还能读
懂古老乐谱“工尺谱”的人之一。
他的音乐班子共有 20 个成员，有一半人年龄在 60 岁
以上。他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抽出一个小时练习。没
有专门的培训，村民们就靠着口传心授演绎传承。

为了充分开发利用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屈家营
将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农历七月十五等定为活动
日，在音乐堂演奏传统古乐。堂会之后，乐手还要绕着
村子边走边演奏，每每经过村里的主要道路，都能吸引
大量村民沿途观看。

2008 年，屈家营音乐会与中宏集团合作，引入了
现代企业的一些管理方式和市场化运作。一个民间乡
村音乐团体开始走进北京等大城市，并积极参加国内
外音乐盛会。

如今，屈家营村的古乐重放光芒，吸引多方关注，
国内外的音乐专业人士来了，邀约企业来了，游客也来
了。“现在我们正在和一个大企业谈合作，准备依托村
里的古乐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我们要以‘屈家营古乐’
为切入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用好‘屈家营古乐’这个
品牌。”屈家营村党支部书记胡庆军说。

“现在已经有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听古乐。以后
村里旅游业真正发展起来了，音乐会将会天天演出。”
胡国庆说。

屈家营的新农村建设红红火火地进行着，新村文
化也在慢慢积淀。屈家营音乐堂被翻新了，音乐堂两
侧新建了两个展厅，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乐器被放置在
展厅中，静静地述说着这个古乐小村不一般的历史。

在一些农区采访，发现许多农地变成了

苗木基地，有时候车窗外长达一二十里的农

地上都是或高或矮、或疏或密的各色林木。

有的县区动辄十万亩、二十万亩农地变林

地，以此打造特色支柱产业。

农地上种树，历来是严格禁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

法》都有明确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

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但现在，这种行为不仅

未根本制止，反而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为

什么会这样？

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农地种树的几波

风浪谈起。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粮食

生产连年快速增长，形成短暂的丰年有余，

一些地方出现卖粮难，导致部分地区农户在

承包地上种树。进入21世纪，在发展高效经

济作物促进农民增收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出

现动员甚至强迫农民不种粮食改种花卉苗

木的现象。最近一波农地种树，就是在土地

流转的推动下，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规模

化种植苗木。

从这几次农地种树的起伏可以看出，农

地上种树的直接原因是“钱惹的祸”。种一亩

粮食的收入与种一亩苗木的收入孰大孰小，

人人都看得出来。前几年“经营城市”之风盛

行的时候，一亩苗木收入可以达到几十万。

但透过“钱”的因素再看，造成农地种树的另

一个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看得见的手”没有

发挥好作用。

第一波农地种树，政府部门没有解决好

“卖粮难”，形成反推作用；第二波，有些地方

片面理解高效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关系，推动

了农地种树的发展；最近这一波，把土地流

转简单化，有些地方只追求流转进度和流转

规模，或者热衷于引进大公司流转，至于流

转之后做什么、种什么，不监管、不过问。

因此，解决农地上种树，种树人和有关

部门先要算好两笔账。第一笔账，要算经济

账。农地上种树周期长，市场也未必总如想

象得那样好。前些年因为城镇化的浪潮和楼

堂馆所的需求，苗木花卉行情走高，导致了

一些人一哄而上，但随着市场的饱和，这种

状况未必持久。

第二笔账，也是更重要的，要算政治账、

算法律账。农地上种树是违背法律的，我国

的耕地数量不允许在农地上种树。从粮食需

求增长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每年新增

人口700万左右，新增城镇人口1000多万，

这样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200亿斤、

肉类80万吨。以此估计，到2020年，粮食需求

总量大约在1.4万亿斤，按照目前1.2万亿斤

的产量基数，要保持年度产需基本平衡，每

年至少要增产粮食300亿斤。

按照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

战略，我国的水稻面积要大体稳定在4.5亿亩

以上、小麦3.4亿亩以上、玉米5.45亿亩。我国

耕地面积约20.3077亿亩，已经应种尽种，而且

每年因工业化、城镇化等刚性用地要减少600

万亩以上耕地。因此，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的前提下，守住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谷

物播种面积14亿亩，已是我们的底线。

所以，算好这两笔账，将使我们认清保

护农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让我们的行为变

得更加理性和负有责任。粮食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基础。粮食安全了，我们才能“大树底下

好乘凉”。农地种树将使我们无处“乘凉”。

农地种树，我们将无处“乘凉”
瞿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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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长福

3年，让3000个村庄大变样
——河北廊坊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实地调研

本报记者 李 力 张 雪

3年，让3000个村庄大变样
——河北廊坊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实地调研

本报记者 李 力 张 雪

编者：农村要美，就是要加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和生活方式，使基础设施明显改观，使村庄建设水平显著提

高，使人居环境有大的改善，使生态环境得到较好修复，努力打造保持田园风光、融入现代生活的美丽乡村。

农村变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户，涉及数以亿计的农民，矛盾多，阻力大。去年，河北省

廊坊市启动了农村面貌提升改造工程，设定明确目标，建立灵活机制，激发农民积极性。一年多过去了，效果如

何？炎炎夏日，记者走进冀中大地。

“我们心里盼着改造，盼望着街道变得干
净、漂亮。”——

规划很重要

今年 61 岁的何泽香在屈家营村的老街生活了 30
年，提起村里的变化，她说：“我们心里盼着改造，盼望
着街道变得干净、漂亮。”何泽香回忆，没有改造前的土
路又窄又脏，村民们私建的猪圈、厕所散落在村间，一
下雨车都进不来。“现在村里的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
了，给儿子娶媳妇都比以前容易多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廊坊市广大农民的生活越来越
富裕，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回应农民
的呼声，适应农民需求，去年，廊坊市启动了历时 3年的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廊坊
提出规划先行。

胡庆军是屈家营村党支部书记，他感到农村面貌
的改造不是简单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能忽略农民的
承受能力，也不能盲目改变原有的乡村田园风光。“说
到底，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园’，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做
好规划，我们才能打造独具魅力的屈家营村。”

农村面貌的改造提升需要因地制宜，在尊重农民
的基础上考虑村庄的长期发展，真正的美丽乡村既要
保持田园风光，又要增加现代设施，同时传承优秀文
化。做到这些并不容易，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为
此，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提出，在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
动中，要坚持规划先行，不规划不建设、不规划不施
工。目前，全市 428 个省级重点村已全部完成规划文
本制作和规划评审。

“我们根据村街发展实际，选择了分层次、按类型
有力有序推进的战略。”廊坊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江
水说，按照规划，廊坊市将所有行政村的改造分为了重
点村、精品村、达标村三个类型，分别按标准推进。

“村里对改变村容村貌的热情很高，但普遍
的问题是村集体经济实力不强。”——

要创新机制

廊坊全市有超过 3000 个行政村，打赢农村面貌改
造提升攻坚战的任务艰巨。

“村里对改变村容村貌的热情很高，但普遍的问题
是村集体经济实力不强。”永清县韩村镇人大主席于建
波说。囊中羞涩是很多村街“改头换面”的现实困难。

钱从哪里来？马江水介绍，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今年廊坊市级财政拿出 2.2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
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这是廊坊历史上对农村单
项行动投入最大、最集中的一次。另一方面，加大资金
整合力度，截至 4 月底，17 个市直相关部门已整合落实
涉农项目资金 24 项，总额达 1.9 亿元。“今年年底，我们
要评出 20 个市级精品村和 15 个先进乡镇，分别给予
100万元奖励。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然而，农村面貌的改造，仅靠财政投入还不够。“政
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而应
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廊坊市市长
冯韶慧表示。为此，廊坊市不断鼓励引导社会投入，注
重市场化运作，尝试村企合作筹集资金等方式，形成了
多渠道、全方位支持改造提升行动的工作合力。

面对现实困难，各地也在探索各自的推进模式。
在永清县韩村镇九兴区漂亮的街心花园，记者见

到了正在乘凉的刘德明老人。“我原来是张常沈村村
民，家里有 5 间平房。现在搬进了九兴区的新房子，楼
上楼下 200 平方米。建设新房子一分钱没花，旧房子

折价后，还剩下了几千元。”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
设，改变农村旧环境，韩村镇实施了“并村联建”的方
式，把分布相邻、规模较小的 8个村统一规划搬迁，集中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九兴区”。8 个村农民在新社区建
新房子的钱来自老房子的折价等。

“九兴区”建成后，村庄占地由原来的 2292 亩减少
到 949 亩，节约土地 1343 亩，有效解决了“城镇建设没
有地，农村改造没有钱”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做强合作社，另一方
面，我们要继续改变村庄环境。”——

靠产业支撑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突破口，但要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发展
农村经济，培育优势产业，以业为根，增加农民收入，这
也是强化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内在动力和经济基础。

安次区杨税务乡孟村是远近闻名的瓜果种植特色
村。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现在全村在 2400 亩耕地上
建起了 2000 亩大棚。“村民富了，改变生活环境的愿望
也就强烈了。”孟村党支部书记朱静平说。

2011 年，孟村投资 130 万元完成了全村所有田间
路的硬化，投资 60 万元对村内自来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升级，达到了全天候供水；去年，村里又陆续对村内各
条道路进行了硬化，修建了沿街花墙等设施。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做强合作社，带着村民增收
致富，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改变村庄环境，让村民住
得舒心。内外齐发力，才能带领大家过上真正富裕幸
福的日子。”朱静平说。

对于面貌一新的九兴区，现在韩村镇考虑最多的
是它的后续发展问题。“我们根据全镇产业发展规划，
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绿野仙庄、大千世界森林温泉度
假村等 16 个旅游服务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就
业岗位 4580 个。”于建波说，韩村镇还将深挖现有的农
产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发展农业观光、农家接待
等乡村旅游产业，使工资收入、自主经营收入、农业旅
游收入等成为农民收入的主渠道。

调查显示，通过在 133 个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
重点村和 530 个新民居建设示范村率先实践，引导扶
持，廊坊市已启动实施一产项目 28 个、二产项目 445
个、三产项目 321 个，总投资 157 亿元，带动了 2.1 万农
户增收致富。

本版编辑 李 亮

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音乐堂古香古色，由农民组

成的屈家营音乐会每年在这里有定期的演出。屈家营

古音乐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音乐之一，源于佛教寺

院音乐，是宋元以来南北音乐交流的产物，既有北方音

乐的古朴粗犷，又兼备南方音乐的婉转清幽。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农地上种树周期长，市场也未

必总如想象得那样好。前些年苗

木花卉行情走高，导致了一些人一

哄而上，但随着市场的饱和，这种

状况未必持久。

按照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的粮食战略，我国的水稻面积

要大体稳定在4.5亿亩以上、小麦

3.4 亿亩以上、玉米 5.45 亿亩以

上。我国耕地面积约 20.3077 亿

亩，已经应种尽种。因此，在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守住粮

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谷物播

种面积14亿亩，已是我们的底线。

灰瓦、青砖地，独具特色的民俗

壁画与街道上镶嵌的古乐符号相互

辉映，绿树掩映下的音乐会堂、亭榭

长廊散发着古朴的韵味⋯⋯站在街

口向里张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

觉。这里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屈

家营村改造一新的村庄面貌。

如果一年前来到这里，屈家营

村可能不会在你的记忆里留下太多

痕迹，狭窄的乡村土路，简陋的村房

无序排列，和大多数北方传统农村

相比并无特色可言。改变的不只是

屈家营，如今廊坊市广大农村或多

或少都在发生着变化。

古乐悠悠绕新村

本报记者

杜

芳

家住宁夏西吉县城的李军霞，家中有 4 口大水
缸。在需要挑水吃的农村，水缸是家庭必备储水之物，
李军霞是吃自来水的城镇居民，要那么大水缸干啥呢？

原来，西吉县地处宁夏中南部旱区。以前，西吉
县城水源取自城郊葫芦河地下潜水，后因葫芦河断
流，只得打了 9 口机井供水。近年来，地下水位剧
降，从 2004 年开始，9 口机井逐步干枯。县城只得
分时段、分区供水。李军霞住在北山片区，经常一停
水就是一个多月。为保证日常生活用水，西吉县城家
家户户都准备了不少大水缸。李军霞全家 4 口人，准
备了 4 口大水缸。4 口大水缸还不够，她又买了 7 只
大水桶。赶上有自来水的日子，她就把水缸、水桶全
部灌满。

不过，最近李军霞家的大水缸、大水桶全部“光荣
退休”了。两年前，宁夏启动中南部地区城乡饮水安全
水源工程，开挖 74 公里输水线，将六盘山东麓水量丰
沛的泾河汛期富余水量，调到西吉、原州、彭阳等干旱
区。前不久，西吉段完工，引来了清洁的泾河水。现
在，西吉县城 24 小时供水。家家户户储水的水缸、水
桶，自然可以“功成身退”了。

大水缸“退休”了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河北省固安县屈

家营村的街道宽阔平

整，村里大部分水泥

路面都进行了硬化，

花坛里栽种了各种花

草树木，一眼望去，美

观整洁，古朴幽静。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河北省永清县韩村镇九兴区是由 8 个村街通过撤

村并居兴建的新农民社区，占地 949 亩。目前 3 个村街

的农民已搬入新社区。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