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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乐渔网：创新赢得市场产品热销海内外
□记者 王锦春 马治卫

在传统印象中， 渔网编织一般靠
手工制作。 记者日前走进位于商水县
练集镇的河南省汇乐生态渔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乐渔网）采访，惊喜地
看到如今的渔网编织已换挡升级，生
产线里蕴含着“黑科技”，产品远销欧
美等国际市场， 创造了渔网布编织无
线开片、经编机主机速度等 5 项“国内
第一”，令人刮目相看。

跟踪管理 注重质量

记者步入汇乐渔网的大院时，看
到工人正在厂房边的一辆大型货车

旁，把成捆的渔网布有序装车。 “这些
产品将运往大连市。近年来，渔网应用
范围不断扩大，需求量日益增长。由于
渔网是一次性消耗品， 不仅适用于淡
水养殖、捕捞，而且适用于沿海区域使
用，订单需求旺盛。 ”汇乐渔网董事长
夏运峰拍着一捆渔网布说，“企业只有
不断创新、放眼未来、追求卓越，才能
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

一堆原材料， 是如何变成高质量
渔网布的？在夏运峰的带领下，记者在
生产车间见证了渔网布的 “诞生过
程”。工人先把袋装的高密度聚乙烯材
料倒进搅拌机， 然后再设定好配比参
数。不一会儿，经过搅拌、加工、合成等

工序， 一根根犹如头发丝般的渔网线
“应运而生”。 再经过冷却等一系列工
序，渔网线逐步集结打捆。 最后，成捆
的渔网线被运往经编车间， 在技术人
员的操作下， 按照客户需求被编织成
型号不一、尺度不同的渔网布。

记者注意到， 生产车间内成捆的
渔网线上分别标有“李 A”“李 C”等字
样。夏运峰介绍，这些标识代表着不同
人员、不同生产线加工的产品。这些产
品无论销售到海内外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一扫码就能追溯到源头， 便于跟
踪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创新引领 快速发展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军
人出身的夏运峰极具创新能力。 在他
的直接带领和推动下， 汇乐渔网生产
线技术，如今已完美实现了“三级跳”。
第一条生产线由于盘小而造成生产效

率不高。第二条生产线换上了大盘，同
样的人员生产效率却有了大幅提升。
新建的经编车间， 运用了他们自主研
发的机器接线和大盘整经技术， 生产
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练集镇产业
办主任万金旗介绍，多年的商海历练，
让夏运峰形成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开拓进取的性格。他不安于现状，时刻
洞悉着行业发展变化。

经过反复考察，夏运峰得知练集

镇渔网编织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而
且这里建成了以渔网加工为主的占地

面积 280 亩的中杨庄产业园区， 成为
全国最大的渔网渔具加工集散地之

一。夏运峰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公司生
产的渔网布， 和练集镇目前的渔网加
工业结合， 恰好形成了渔网生产全产
业链，发展前景肯定会更加广阔。

要做就做行业第一。 2018 年 6月，
夏运峰投资千万余元开始在练集镇

中杨庄工业园区建厂，并把公司总部
迁到了这里。 2019 年年初，他的公司
已经发展成为有技术工人、管理销售
人员 100 多人的专业公司，拥有各类
渔网经编机 60 多台，年产渔网布、防
鸟网 、遮阳网 、盖土网 、爬藤网 、防冰
雹网等 2000 多吨，其中淡水渔网布产
能占到了全国市场的 30%。 其产品不
但销往山东、湖北等省份，而且远销俄
罗斯、菲律宾等多个国家，防冰雹网更
是远销欧美市场， 创造了渔网布编织
无线开片、经编机主机速度、压膜须生
产效率、拉丝机纺丝头数、大盘整经技
术 5项“国内第一”。

练集镇人民政府镇长位永奇透露，
汇乐渔网如今是商水县渔网编织行业

的大型龙头企业，厂房建筑面积 11500
平方米，年产值 4000多万元。汇乐渔网
先后获得“最美带贫企业”“全县先进基
层党组织”“生态网笼贯标达标企业”等
多项荣誉。 夏运峰也被授予“河南省优
秀军创企业家”等称号。

“渔网小镇” 未来可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汇乐渔网精彩
亮相广交会，成绩喜人。今年 4月份，在

第 133届广交会（一期）期间，汇乐渔网
表现亮眼，关注度、成交量均大大超出
预期。

“广交会期间，我们共接待 40多个
国家的客户， 与其中 20多个国家的客
户达成合作意向， 订单价值 2000多万
元。 订单量最多的是印度，其次是菲律
宾。 ”夏运峰说，“事业发展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我一定珍惜机遇，发扬军人敢
于吃苦、不畏困难的优良传统，争取在
渔网编织行业取得更大的成绩。 ”

渔阳渔业是汇乐渔网的合作伙伴。
该公司现有 1个总部、3 个分厂， 年产
生态渔笼 500万条， 用于人工养殖、坑
塘捕捞、稻虾养殖等，年创生产总值 1.2
亿元。 “我们公司以渔网生产、开发、销
售为主， 材料采购大部分来自汇乐渔
网。 这些年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真正
实现了合作互补、互利共赢。”渔阳渔业
负责人许克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谈及渔网编织业的发展， 商水县
练集镇党委书记刘风雷信心满满。 “在
汇乐渔网、 渔阳渔业这两家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目前练集镇共有 11 个渔网
编织专业村、195家中小微渔网加工企
业，吸收从业人员 1.5 万余人，已形成
由渔网布生产到最终网笼销售的完整

产业链条。 ”刘风雷说，“下一步，练集
镇党委、镇政府在商水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将继续按照‘政府引导、
协会搭桥、企业领办、留守妇女参与、
零风险保障、 市场化运作’ 的发展模
式，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努力在优化、
升级、提升上下功夫，使渔网产业更加
健康、有序、快速发展，进一步擦亮练
集镇‘渔网小镇’名片，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

我市小麦播种大头落地
已播 1035.6万亩

本报讯 （记者付永奇） 11月 1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经过 10
多天紧张工作，我市麦播大头落地。
截至 10 月 31 日 17 时，全市已播种
小麦 1035.6 万亩 ， 占计划面积的
93.8%，已出苗 530.7 万亩 ，基本实
现适期播种。

今年“三秋”生产开始以来，我
市降雨较多，土壤湿度偏高，秋收腾
茬较晚，加上 10 月中旬以来气温偏
高，麦播时间较常年偏晚 7 天左右。
10 月 15 日， 我市各地开始零星播
种，21 日后，进入麦播高峰期，连续
多日播种面积在 100 万亩以上，其
中播种最高峰出现在 10 月 25 日，
当日共计播种 160.6 万亩。

为做好技术服务， 市农业农村
局成立了 6 个小麦生产技术指导
组，会同各县（市、区）基层农业技术
人员深入一线、走到地头，采取专家
讲座、短视频宣传等形式，将麦播期
关键技术落实到户、到田。针对近年
来以茎基腐病为主的病害重发趋

势，全市筹集资金 793.7 万元，统一
实施种子包衣或拌种， 实现了茎基
腐病重发地块统一防治全覆盖。

“七分种，三分管。 今年麦播土
壤墒情充足，深耕面积大，播在适播
期，种在适墒田，整体质量较高，夺
取明年小麦丰产丰收的基础非常坚

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专家组组长
张东良说。

������11 月 1 日上午 ， 在中心城区
七一路跨沙颍河大桥工地，工人们
正在吊装位于沙颍河南岸的跨滨

河路钢结构桥体 。 据介绍 ， 经过
半个多月施工，目前 ，该大桥南端
的跨滨河路钢结构桥体已完成约

三分之二的工程量。
记者 梁照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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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也能为市容加分
王 艳

短视频作品《国槐街的早晨》
日前在周口日报视频号发布， 熙熙
攘攘的街巷、规范有序的市场、街坊
邻居的问好……唤起了不少人心中
最柔软的记忆。 中心城区这条有着
40 多年历史的国槐街，甩掉“脏乱
差”的帽子，用热气腾腾的早市展现
着市井街巷的生活气息， 在喧闹与
安静之间自由切换，既有“烟火气”，
又显“文明范”。 视频在朋友圈广为
转发，也让大家心生赞许：只要我们
在城市建设管理中下足“绣花功
夫”，市井也能为市容加分。

市场是一座城市最具“烟火气”
的地方之一， 也是一面展现城市文
明形象的“镜子”。 农贸市场及其周
边环境一直是市民关心的焦点，也
是城市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我们
希望看到城市氤氲“烟火气”，又担
心“脏乱差”影响市容环境。 曾几何
时，市井与市容似乎无法相融共存。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为农贸市
场管理的怪圈。

小市场，大民生。 细想来，降低
老百姓做小生意的门槛， 与维护市

容市貌并不矛盾， 享受“人间烟火
味”与守护“文明基准线”也并不相
悖。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城市管理者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愿不愿下一番
“绣花功夫”。 从拆除违建到科学规
划，从无序摆摊到有序经营，从“一
刀切”的取缔到附条件的放开，国槐
街旧貌换了新颜，由“老大难”变成
了新亮点， 甚至成为大学生的拍照
打卡地，无疑是在保护与更新、放与
管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文明城市，有“里”有“面”；烟火
人间，有滋有味。 市容市貌与市井
温情相融共存， 既是城市发展的
需要， 也是市民幸福生活的需要。
让我们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以“烟火气”演绎百味生活
故事，用“文明风”写意和谐人居画
卷， 努力让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让
人民群众在这座城市生活得更舒
心、更美好。

“田保姆”让农民省心又挣钱
扶沟：

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通
讯员 穆文涵 ） 深秋的一天上
午，在扶沟县大新镇新北村的
一处小麦种植基地，农机手驾
驶复式播种机来回穿梭，将一
粒粒饱满的麦种和优质化肥

均匀地埋入土壤。 这是该县注
重调查研究、 深化主题教育的
一个缩影。

自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扶
沟县迅速行动， 把理论学习、调
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
通起来，同步谋划调查研究相关
事宜，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
点、难点，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与传统小麦播种机相比，
使用复式播种机可以提升 20%
至 30%的效率。”扶沟县祥顺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丁峰

告诉记者，这种复式播种机配
备有北斗导航系统，农机手可
通过智能平台实时掌握播种

信息，精确控制每一粒种子的
间距和深度，大幅提高了播种
质量与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智能化农机的应用让农民

种地更加轻松， 而土地托管则
让农民当起了“甩手掌柜”。“我
们村的 3000 多亩地全都交给

‘田保姆’了，从种到收省心又
省力， 而且产量高。 就拿今年
的玉米来说，我们村亩均收入
2000 多元。 ”大新镇新北村党
支部书记姜振华说。

扶沟县大力实施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项目， 争取各类补
助资金 640 万元，在 11 个乡镇
开展耕、种、防等农业生产环节
托管服务面积 8.7 万亩。 “在不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情况下，结
合农民意愿，由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农业托管主体将零散土

地集中连片统一管理，每年与
农民签订合同，并由政府补贴
一部分托管费用，而产出的粮
食归农民所有，这极大提高了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 扶沟县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当前， 扶沟县正组织农业
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墒情

的有利时机，有序开展小麦播种
工作，目前已投入各类农业机械
1.14万台次，全县小麦播种基本
结束，为明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
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11 月 1 日，
市委书记张建慧到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调研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工

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
城市发展规律，着力补短板、优功能、
提品质 ，加快聚人气 、汇商气 、增底
气 ，不断增强中心城区承载力 、辐射
力 、带动力 ，为推动中心城区 “起高
峰”奠定基础。

张建慧先后到示范区便民服务

中心 、吕庄便民服务中心实地察看 ，
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 、 工程进展
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就做好项目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
他强调 ，要统一建设标准 ，积极利用
新工艺 、新材料 ，持续优化设计 ，打
造绿色 、循环 、节能建筑 ，建设精品
工程 。 要紧盯项目建设目标和时间
节点 ，抢进度 、保质量 、提效率 ，确保
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早日发挥作用 ，
让群众出门即可享受生活消费 、养
老托幼、休闲娱乐等服务。 要系统梳
理示范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 ， 以便
利化 、多元化 、智慧化为导向 ，将商
业业态与便民服务相融合 、 项目建
设与民生保障相融合 、 社区管理与

部门职能相融合 、 居民需求与生活
场景相融合 ，构建多元化 、多层次生
活服务体系 ，打造布局合理 、业态齐
全 、功能完善 、智慧便捷 、规范有序 、
服务优质 、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 ，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张建慧强调 ， 要坚持在发展中

解决问题 ，树立长远眼光 ，增强大局
意识 ，进一步发挥优势 、彰显优势 、
塑造优势 ， 奋力推动高品质城市建
设实现新突破。 要找准切入点，以便
民服务中心为核心 ，统筹推进学校 、

医院 、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 ，推动城
市有机更新 ，打造城市综合体 ，进一
步聚人气 、添活力 ，优化发展环境 ，
筑牢发展支撑。 要抓住着力点，持续
发挥好专班推进机制作用 ，谋实招 、
求实效 ，精准解决痛点 、堵点 、难点
问题 ，真正把项目建设放在心上 、抓
在手上 、落在实处 。 要把握关键点 ，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 ， 坚持在干
中学 、在学中干 ，知行合一 、以学促
干 ， 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 ， 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①7

张建慧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调研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时强调

打造便民生活圈 提升集聚带动力

我国正全链条全覆盖全程式
改善群众医疗服务就医感受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
李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雷
海潮 1 日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连续
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特别是
今年以来 ，启动实施为期三年的 “改
善就医感受 、提升患者体验 ”主题活
动，覆盖各级医院和广大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全链条、全覆盖、全程式

改善群众医疗服务就医感受。
在国务院新闻办当天举行的 “权

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雷海潮介绍，从患者视角出发，围
绕诊前、诊中、诊后全面推进 6 个方面
20 项举措的落实， 目标是到 2025 年
能够在 20 项举措方面取得明显进步。
进展统计情况显示 ， 目前已经有

82.7%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了预
约诊疗服务，全国三级医院平均预约
诊疗率达到 49.2%。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各地在
改善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好做法、 好经
验，加以推广，让居民在看病就诊过程
中有更好体验， 医患之间有更好良性
互动。 ”雷海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