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韩瀚 Ｅ－ｍａｉｌ ／ 2278898715@qq.com要闻22

行走于天地舞台 勇立于商海潮头
———写在第二届周商大会召开之际

□记者 李莉

������何为周商？ 周商之谓，绝不仅
仅局限于地缘的亲近和利益的链

接，更是一种根植于血脉里的秉性
认同、文化呼应。

相比晋商、徽商、潮商等千年商
帮 ，周商虽起步较晚 ，但自有其独
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标签。

回顾历史 ，周商血脉 ，源远流
长。 史料记载，周口元末明初即为
集市 ，随着商业和航运发展 ，至清
代商贸鼎盛一时。 山西铜铁、豫西
山货、安徽茶麻、两湖竹木、两广纸
糖 、天津食盐等货物 ，均在周口集
散。 周口，成为商业重镇。

从此，各省商人纷纷来周经营，
周口本地商人也迅速成长壮大。 今
天商水邓城的叶氏庄园，就是叶氏
一族商业鼎盛的缩影。 除叶氏外，
“三泰成杂货店”“华英照相馆”“鸿
昌醋坊”“义和祥果品”也曾盛极一
时。 随着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源源
不断地对外运输，打开了周口通往
世界的历史大门，也开创了周口悠
久灿烂的商业文明。

历史有远有近。 一代又一代周
商怀揣梦想 、走出家门 ，在商海风
雨中劈波斩浪，在各自行业和领域
创造非凡业绩的同时 ，把 “重义守
信 、崇德向善 ，不甘落后 、奋勇争
先，开拓创新、务实重干”的文化基
因和精神品格，也一同传播到了全
国各地。

峥嵘岁月竞风流

忆往昔

������周商是周口的魅力 ，周
口是周商的根。

第二届周商大会大幕即

将开启， 欢迎周商代表集体
“回家”。

以 “周 ”为号 ，以 “会 ”为
令， 周商凝神聚力、 吐气开
声， 以整体形象， 以巨人之
姿，行走于天地舞台，勇立于
商海潮头。

鹏程万里 ， 归期有期 。
2020 年 ， 广大周商回乡聚
首， 叙桑梓深情， 谋合作发
展，化思乡之情为助乡之力。
首届周商大会签约项目 31
个，总投资额 429.7 亿元，福
通周口中德国际食品产业

园、 河南省弘兴牧业有限公
司养殖基地等一大批重点项

目落户周口……
天下周商一家亲。 第二

届周商大会 ，是周商 “气 ”的
凝炼、“魂”的深塑，更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

核心阅读

������周商之称，历经百年洗礼，以微知著。
2002年 11月，周口市总商会成立。

以此为发端，全国各地周口商会以商为
链、以乡为源，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先后成立了北京周口企业商会等

102 家异地周口市级商会， 成立了郑
州商水商会等 60 家异地周口县级商
会，覆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同时，筹备建设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香港、澳
门、哈萨克斯坦等海（境）外商会，推动
异地周口商会组织向海外、境外延伸。

围绕临港经济和主导产业、新兴
产业， 成立了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市财税服务商会、 纺织服装等 41 家
行业商会，建立了食品加工等主导产
业商会筹备组，商会组织覆盖了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重点行业和领域，
为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组织保障。 如，市昌建创业商
会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引进 823 家企
业入驻，为 1.2 万余人提供就业场所，
年税收实现 4.5 亿元以上。

截至 2021 年底， 全市民营经济
主体达 59.91 万户， 规模以上民营企
业 4073 家， 民营经济预计实现增加
值突破 2100 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
重为 64.2%， 提供了全市 70%以上的
税收、80%以上的新增就业、90%以上
的工业增加值。

周商史，是创业史，也是一部励
志书。 他们脚踏实地、敢打敢拼，用自
己的创富人生，传神地勾勒出流淌在
周商血脉里不变的精神。

来自商水的訾付业， 白手起家，
从一个务工者华丽转身为一个名副

其实的老板。 短短 20 年，訾付业在首
都园林绿化界奠定了领军人物的地

位。 在他的引领下，众多周口老乡抱
团发展，业务遍布京津冀。 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近 10 万周口园林绿化大
军活跃在京津冀，周口人注册的大小
园林绿化公司更达上千家，并已经形
成园林绿化全产业链。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孙

益功，一毕业就与同学在上海注册了
上海同策房产咨询有限公司。 他创造
了地产业年销售额超千亿元的神话，
并利用“互联网 +”模式在北美、澳大
利亚等地开设自己的公司。 2020 年，
孙益功成为河南省民营经济“出彩河
南人”年度人物。

从淮阳走出去的唐书景 ，2016
年，在市工商联帮助下，返乡投资创
办瑞能服帽， 吸引 1000 多名村民来
厂务工。 现在，公司每年生产各类帽
子 1200 万顶，销售过亿元，帮助 300
多个家庭脱贫致富， 被国务院授予
“产业扶贫基地”称号。

李超峰、靳玉洁等 5 位民营企业
家荣获 2020 年度河南省民营经济
“出彩河南人”标兵称号；淮阳区在京
务工创业人员党支部书记葛杰带领

在京流动农民工党员 40 余人， 发挥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积极为北京建
设、家乡发展作贡献，被授予“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荣誉称
号，并在央视报道……

资本实力扩充、管理经验提升后
的周商，今非昔比，风华正茂。 他们回
馈社会、反哺家乡，以实际行动诠释
周商的本色。

广大周商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通
过“光彩圆梦”精准助学活动，累计捐款
3086.36 万元，资助 10111 名贫困学生
实现了大学梦；2020年，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 全市民营经济人士累计捐款
2594.8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3348.83万
元；2021年 7月， 我市抗洪救灾期间，
广大周商为灾区捐款捐物达 2711.55
万元；在“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
中， 全市 930家本地民营企业参与村
企结对帮扶活动， 实施帮扶项目 2981
个，受帮扶贫困群众达到 17万人。

2022 年，会员企业亿星集团荣列
“2021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100
强榜单”；市医药商会、市昌建创业商
会、市小微企业等 6 家商会被认定为
全国“四好”商会……

风筝飞得再远，线头却始终在家
乡。 2021 年，在市工商联的积极推动
下，落地市中小企业互助商会周口一
家人数字平台项目、市投资商会商水
项目、东莞周口商会项城电子产业园
项目、合肥周口商会河南蕴智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杭州周口商会智能商贸
项目等 10 余个项目， 为全市项目建
设大突破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在外周商累计返乡创
办企业和经济实体 1400多个，投资项
目累计达 328 个， 投入资金 2222.06
亿元，带动家乡 20多万人就业。

风华正茂展宏图

看今朝

������时间见证了变与不变。
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世纪疫情跌宕反复。 复杂多
变的世界里，不变的是周商无所畏惧
的拼搏精神、 情系桑梓的家国情怀；
不变的是家乡跨越发展的姿态、海纳
百川的开阔胸襟。

故园有梦，乡关有情，时代有约。
周口不仅有扎实的发展基础，还

有重商亲商爱商的营商环境，更不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火热氛围。

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年都赴异地
商会走访慰问，举办“知名周商故乡
行”“情系家乡周口行” 等招商活动。
市委还选派 19 名二级巡视员到异地
商会任党建指导员， 搞好协调服务，
帮助在外周商抱团发展、做大做强。

在成都周口商会会长张德亮看

来，引领周商回归，是商会的重要使
命和职责。 每年，商会不但要组织企
业回乡考察，还会把优秀的项目分享
出来， 积极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现在的他和 10
多名在外周商分别担任老家村干部，
积极开展村企共建，带回资金、人才、
技术等，加速发展种、养、加等特色产
业，高标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赢得
赞声一片。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

组书记李本磊介绍说，广大周商心系
家乡发展， 不仅组团来周投资考察，
还纷纷牵线搭桥，服务周口在外地举
办的各种招商引资活动。

今年以来，大连周口商会、合肥
周口商会等多家异地周口商会，围绕
全市重大发展战略，整合资源，汇聚
优势，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业联合

会副主席朱军是我市淮阳区人，多年
来，他引进众多企业来豫、来周投资，
推动豫新两地投资合作项目超 1000
亿元，为河南、新疆的经济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新时代的周商要有大眼光、大

智慧、大胸襟、大情怀、大使命、大志
向。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
市总商会会长赵万俊对周商发展提

出殷切期望。
如今，面对国家战略带来的发展

机遇，与时代同心连气、同频共振，与
家乡血脉相连、砥砺偕行，是周商的
志向情怀，也是周商的使命担当。

“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当
地企业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为周商
回家服务‘穿针引线’，我们愿意成为
这样的企业，愿意奉献、愿意做好服
务。 ”周口市总商会副会长靳玉洁说
话掷地有声。

三川大地崛起机遇当前，应时合势
的周商群体，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代。

人生有根， 自古达人爱故土；事
业无界，心有天下总家园。 愿今日周
商，宏图在胸，事业辉煌，再吐新翠，
归来仍是少年！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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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