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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健 侯俊豫 徐启峰 文/图

年产塑料管材 30 万吨、塑胶 30 万吨、聚乙烯
薄膜 16 万吨、科教用品 20 万吨、可降解材料 15
万吨、食品包装袋 10 亿条，全生物降解地膜产能
位居全省前三……淮阳区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
力与硬核产品，跻身“中国塑料制品之城”，一个两
百亿级产业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 为该区经济发
展注入蓬勃动能。

金秋九月，记者一行走进古城淮阳，探寻其塑
料制品行业崛起之路。

早在二三十年前，淮阳塑料制品行业就迎来一
个黄金发展期。 原周口地区塑料厂、原淮阳县粮食
局编织袋厂等一批国营企业经营的红红火火，但在
市场的淘洗之下，老企业荣光淡去，一批新型企业
茁壮成长，接过淮阳塑料制品行业的大旗。 如今的
淮阳塑料制品企业可用 “双峰竞雄、 群山争艳”形
容。“双峰”之一的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是由原来
一家大型塑料企业破产重组而成，另一“峰”银丰塑
料有限公司是在原周口地区塑料厂改制基础上重

组发展起来的，两家龙头企业分别以管材和地膜为
主导产品，在其带动下，淮阳区塑料制品行业成为
主导和优势产业，催生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吸引来
一批知名上下游企业，它们共同搏击市场，劈波斩
浪，同生共荣，建立起良好的产业生态。

目前， 淮阳区重点发展的工程管道、 食品包
装、农用薄膜、文体塑料、医用瓶袋、医疗器械、汽
车塑料等塑料制品产销规模走在了全省前列，在
全国居于领先位次，打造了区域地标性品牌。淮阳
区现拥有塑料制品企业 100 余家， 从业人员 2 万
余名，关联产业年产值达 303.2 亿元，占全省市场
份额 29%以上。淮阳区先后被授予“中国塑料制品
生产示范基地”“中国塑料制品之城”等称号。

为进一步扶优培强， 打造两百亿级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淮阳区于 2022 年规划了占地 500 亩的
塑料制品产业园， 着力引进工程塑料项目及塑料
制品生产加工的塑料机械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努
力打造产业链完整、创新能力强、工艺先进、低碳
环保的产业集群。 其中，一期项目占地 180 亩，投
资 10 余亿元，集中建设了标准化厂房、办公楼、职
工宿舍、职工餐厅等。目前，该项目已投入使用，通
过整合资源、规范管理，使塑料制品“家族”发展越

来越壮大。利星塑业等 10 家塑料制品公司纷至沓
来，生产线已安装完成，正开足马力赶订单。

创新是推动淮阳区塑料制品产业升级的核心驱

动力。围绕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淮阳区全力支持企业
开展产学研创活动，鼓励企业与郑州大学、郑州轻工
业大学、 河南化工科学研究所等高校院所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 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与郑州大学联合
组建了“研究生培养基地”，银丰塑料有限公司、河南
联塑实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博士后实践基地”。 淮
阳区依托省级科技孵化器和知识产权保护平台，集
中开展创新研发和创新服务， 重点打造的创新创业
中心正在加速建设。 淮阳区还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等单位合作，开发
全生物降解材料及探索场景化应用；与中国农科院、
北京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专家 “牵手”，以
PBAT、PLA等全生物降解材料为原料，通过科技创
新，有效解决了全生物降解地膜降解周期不可控、不
同地域典型农作物用可降解地膜适应性等难题，以
及普通的全生物降解材料阻隔性差、强度低、穿刺性
差等问题。 银丰塑料有限公司也和高校、企业联手，
成功攻克全生物可降解材料降解周期可控性生产技

术，让降解材料在 1年内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这一“黑科技”的应用，开拓了海外“大市场”，使得生
产的降解地膜、 餐盒吸管、 快递包装袋等产品在日
本、荷兰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备受青睐。

“可降解材料是绿色发展的需要，前景无限、市
场广阔，我们出台了《周口市淮阳区实施绿色低碳转
型战略三年行动方案》，积极开辟行业新赛道，用‘真
金白银’的激励政策，让可降解新材料企业加快集聚
发展。 ”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说，2022年，淮阳区在
规划建设塑料制品产业园的同时， 谋划启动了占地
355亩可降解材料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 据悉，可
降解材料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一期占地 200亩、 投资
15亿元，建成后可年产可降解农用地膜、购物袋、包
装袋等系列产品 10万吨，对淮阳区进一步延伸塑料
制品产业链、提高塑料制品附加值、促进产业优化升
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将为淮阳区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 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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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推
进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一批新技术、新设备、新产
品、新业态在周口市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中不断呈现。 今年上半年，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
智能零部件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较高；纺织服装、汽车零部件、美妆产品、聚乙烯新材料、特
种钢材等十大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形势喜人，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为深入宣传全市各地、各部门在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
面好的做法和经验，挖掘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正增长乃至增
速较高的深层次原因，本报开设“新兴产业换道领跑 特色优势集聚再造———社长总编看项目”
专栏，率先刊发记者对淮阳区塑料制品行业的报道，敬请关注。

□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10 月 7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
队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我市辖区高速公路车流
总量达 1132.19 万辆次， 中心城区高速公路出站口出
入车辆达 60.96 万辆次。

今年“双节”假期共 8 天，群众出行意愿强烈，自驾
游、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高速公路车流量剧增。 9月 28
日 8 时至 10 月 6 日 8 时， 我市高速公路车流总量达
1132.19 万辆次，日均车流量达 125.79 万辆次，同比增
加了 402.90万辆次，增长了 181.01%。 9月 29日单日车
流量达到最高峰 142.25万辆次。 其中，中心城区高速公
路上站口车流量达 27.72万辆次，高速公路下站口车流
量达 33.24万辆次，共计 60.96万辆次。

据悉，“双节”期间，全市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形势平
稳，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和较大以上交通
事故。 ②2

□记者 沈铎 文/图

本报讯 今年“双节”期间，高铁周口东站累计发
送旅客 12.30 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 1.54 万人次，运
输收入 1666.45 万元。

“为积极应对客流高峰，高铁周口东站采取三项
‘硬核’措施，全力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10 月 8
日，高铁周口东站党支部书记於超告诉记者。

一是确保旅客 “进 ”得顺利 。 杭州亚运会遇 “双
节”，为保证 11 趟杭州方向列车安全运行，高铁周口
东站采取“动态切块”进站方式，在限定时段内将原有
的 4 条通道分出 2 条杭州方向专用通道，确保安保工
作万无一失。 为保证早高峰 3 趟始发车旅客进站通
畅， 车站将二次安检区的仪器挪至进站口南侧门，增
加第 5 条通道，提前开站，保障了旅客进站通畅。

二是确保检票“放”得有序。 高铁周口东站有 17
趟始发车，针对中间夹杂有连续放行的过路车，车站
总结以往客流特点，错时放行旅客，充分利用天桥分
流、截流功能，防止上下车旅客对流，同时对即将停检
的车次重复宣传、乘客优先检票、站台值班员接续引
导，防止旅客漏乘、误乘。

三是确保安全“卡”得牢固。 高铁周口东站全体管
理人员假期全员在岗，实施区域网格化，保障安检区
域有人盯、电梯楼梯有人守，确保客流密集时段旅客
乘降安全迅速、列车正点发出。 ②18

我市“高速”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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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

““双双节节””期期间间

旅客在站台有序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