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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搬运、自动接头、自动包装、
自动打码、自动换纱管……很难想象，
这些一连贯的自动化操作竟然发生在

一个原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

企业内。
日前， 记者来到太康县银鑫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 车间内先进的智能化
生产设备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与传
统的棉纺织企业相比， 这里的生产实
现了从“织造”到“智造”的转变，只需
要很少量的工人就可以完成整个纺纱

流程，既节省了生产时间，又提高了生
产效率。

太康县素有银城之称， 棉纺织行
业是这里的主导产业， 而位于太康县
开发区内的银鑫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该县众多纺织企业中极具代表性的一

家。 该公司的纺织设备实现了数字智
能化升级改造， 并配备有国内领先的
清梳联、 粗细络联等纺纱系统以及国
际领先的单锭检测系统，对生产流程、
产品质量实行全程全方位监控。 2017

年， 太康县银鑫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了 ISO9001质量认证， 并先后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河南省 “专精特
新”企业、河南省智能工厂、周口市市
长质量奖等荣誉称号。日前，该公司又
获得了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荣誉

称号。
“与传统的棉纺织企业相比，我们

的生产实现了智能化， 改变了传统的
纺纱生产模式……” 太康县银鑫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东森介绍，
以前， 棉纺织企业的各个工序独立分
开，现在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棉花的投
送，到纺织品出厂，只需要 10 多道工
序就可以实现， 很多工序只需要工作
人员通过电脑操作即可。

当日， 记者一行来到该公司的生
产车间，在清梳联系统前，工作人员正
在把一捆捆棉花运送到抓棉机下，再
通过管道巨大的吸力将棉花运送到下

一道工序， 中间的过程只需要一到两
个人就可以操作。 “以前，清花和梳棉
是两个系统彼此分开， 清花机产出的
棉卷需要人工搬运到梳棉机上， 才能
实现梳棉工序的生产， 这需要大量的
人力，现在，只需要一两个人就可以实
现全部操作 ， 生产过程实现了智能
化。 ”张东森介绍。

在粗细络联系统前，记者看到，粗
纱通过自动运输系统， 进入细纱的生
产环节， 原本一些需要人工操作的环
节，也实现了自动化。 “这个系统把原

来的三个生产车间， 变成了一个生产
车间， 实现了从粗纱到细纱再到筒纱
的全过程，形成一个闭环系统。 ”张东
森介绍，在细纱的环节，他们拥有国内
最长的细纱机， 单台细纱机的纱锭达
到 1824 锭，并配备了世界先进的单锭
监测系统，对产品的质量和设备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 另外， 在自动络筒机
上，配备了电子清纱监测系统，实时监
测纱线的内在质量， 实现了精细化管
理。

在包装车间 ，一个个筒纱 （棉纱
成品），被自动运输到包装线上，而后
自动打包 、打捆 ，也全部实现了自动
化操作。 “下一步，我们准备实现整个
生产系统联网，只需要在手机上就可
以查看生产全过程，实时监测生产流
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张东
森说。

“我们在生产实现智能化的同时，
时刻树立产品质量意识， 并围绕市场
需求，加强科技研发，每年拿出营业收
入的 3%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生
产的棉纱用作高档服装面料和家纺面

料使用……”张东森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进行深度
合作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 ，在产 、学 、
研、用上下功夫，逐步加大智能设备投
入和人才引进力度， 以创新引领高质
量发展。 力争到 2025 年，在全省纯棉
纺纱领域实现智能装备水平， 产品质
量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②16

从“织造”到“智造”的太康嬗变
□记者 张洪涛 文/图

□记者 黄佳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公布第五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名单的通知》发布，周口关帝庙
民俗博物馆馆长李佳在列。

李佳，二级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
学会会员、 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
事，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周口市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 周口市学科技术带
头人， 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
者，2018 年入选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第七批“四个一批”人才，先后被
评为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河南
省“2021 全民阅读”先进个人、河南省
图书馆学会先进工作者、 周口市劳动
模范等，是周口市第六批、第七批、第
八批、 第九批周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头顶这么多
光环的人一定会“高处不胜寒”。 恰恰
相反，他为人谦和，极爱钻研业务，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他
交谈，总能被他的文化情怀感染。

2011 年 3 月，李佳被任命为周口
市图书馆馆长。 图书馆承担着书香社
会建设的使命和责任， 李佳几乎把所
有精力都倾注到周口市图书馆， 他每
天提前到馆 1个小时， 这个习惯一坚
持就是 10 年。 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
展 ， 李佳组织抢修全市古籍线装书
1200 册；举办全市图书馆业务培训班
16 期 ， 培训图书馆业务人员 693 人
次；编印二次文献《农作物品种介绍》
等 32 种，为种植户、养殖专业户提供
服务，创造经济效益。 此外，他还主持
编写了 《李梦阳诗文选注》《周口市优
秀读书家庭故事》《图书馆文献编目》

《图书馆文献标引》《文献信息检索与
利用》5 部专著并出版。 他先后在国家
学术期刊上发表理论研究文章 36 篇，
22 篇获得国家、省、市学术成果奖，其
中被评为省级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12
项、二等奖 6项，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

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他提出“读者走进来，图
书走出去” 的思路， 建设开放式图书
馆。李佳组织举办沙颍读书讲坛、少儿
经典诵读大赛、 优秀读书家庭评选等
读者活动 600 余次。为方便读者借阅，
2011 年率先在全省使用图书馆自助
借还设备；2016 年购置河南省公共图
书馆第一辆大型汽车图书馆并相继建

立留守儿童图书馆 32 个 ；2019 年建
设智慧图书馆（城市书房）6 座，当年
率先在河南省公共图书馆开展免押金

办理借书证便民举措。 将流动图书车
开进景区、校园、社区、乡村等广泛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 让大大小小的阅读
场所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 “文化粮
仓”。 在他的努力下，周口市图书馆先
后获得 39项省级荣誉。

2022 年，李佳任周口关帝庙民俗
博物馆馆长， 他积极推进周口关帝庙
民俗博物馆联合其他遗产地申报 “关
圣文化史迹”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全
省率先推出免费夜游周口关帝庙民俗

博物馆活动，惠及群众 13 万人。
李佳说，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

事业，探究关公文化、传颂忠义精神，
推动文物“活”起来、“火”起来，助推申
报“关圣文化史迹”世界文化遗产，最
大限度发挥爱国主义教育、 忠义文化
教育基地的积极作用， 是当下他们工
作努力的方向。 ②18

李佳和他的文化情缘

五一何必游远方家乡美景亦动人
□徐启峰

都说近处无风景，但是五一前夕，
笔者有幸随市观摩团到沙颍河生态经
济带观摩， 从上游西华县到下游沈丘
县，目之所及，处处姹紫嫣红、繁荣富
庶，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取得的成
绩令人振奋， 我们的母亲河从未像今
天这样钟灵毓秀、生机勃发。

迎着初升的朝阳， 一碗弥漫着中
药材香味的胡辣汤迎来八方宾朋，这
碗畅销全国的汤不仅是万千周口人的
乡愁所在， 也为逍遥镇提供了强劲的
产业支撑，年创直接、间接经济效益数
十亿元。 产业兴旺发达， 河景绝美如
画， 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战略目标带
动下，千年古镇焕发青春，游客络绎不
绝。

河对岸，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商水县圣寿寺塔巍然耸立，见
证着涛涛东流、千年变迁。 下游未远，

曲水林语露营地， 芳草萋萋， 林木参
天。夜景更美，河水近人，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灯光打开，如梦似幻，恍
若仙境。景区已开放，帐篷里多有游客
畅饮欢聚，不乏外地驱车赶来者，体验
乡野露营之乐。

淮阳新站颍水晓畔，河滩宽阔，风
卷着温润河水的气息吹来，在此野炊，
别有风味；沈丘红闸湿地公园，绿水绕
村，古树苍翠，屋舍俨然，宛入江南泽
国水乡……

一路行来，观摩团成员赞叹连连。
“早知周口有此景，何必千里下江南”，
此语一出， 引发共鸣，“五一小长假哪
里也不去了， 逛逛家乡的美景足矣”，
大家纷纷附和。

以大河为脉络，打破行政区划，形
成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文
旅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高瞻远瞩的规划下， 沙颍河生态经
济带发展定位更加明晰， 实施步伐更

加稳健，取得的成绩更加显著，以大河
带动大平原，一条贯通城市与乡村，贯
通一二三产业的生态河、经济河、开放
河、文化河、幸福河正奔涌而来，势成
大潮。

如今，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上，各
个县、市、区斥整合资金，工笔描绘，细
细着色，多个景区已成爆点，游客纷至
沓来， 周末节假日， 住宿甚至一床难
求。但是，独木不成林，一花难成春，我
市在进一步丰富沿线景点基础上，还
把精力放在“串点连线、连线成面”上，
引导各个文旅项目推行“一卡通”或
“联票制”。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整合资
源，开展“同一主题、同一水系”整体文
旅资源营销， 打造若干条特色鲜明的
“一日游”“两日游”线路，推动文艺精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丰富“吃、
住、行、游、购、娱”要素，着力打造“国
际范、中国风、中原韵、三川情”的文旅
品牌。

不远的将来， 游览沙颍河生态经
济带，你可以水陆兼程，从容行停。 早
晨喝逍遥胡辣汤， 午观各地历史气息
厚重的景点， 夜宿沿岸驿站静听林风
涛声， 返程时用丰富的豫东特产填满
后备箱，来一场彻底放松、完全沉浸的
体验游，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
月长。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
主人。 ”对于周口人来说，我们坐拥如
此美丽的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如果不
去细细品玩，着实是暴殄天物。五一小
长假将至， 我们真的没必要去外地看
人山人海，舟车劳顿，静下心来，带着
家人，到沙颍河边游览一番，何尝不是
赏心乐事？

美丽沙颍河，在向你召唤!②16

沙颍时评

银鑫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车间内先进的智能化生产设备

������4 月 28 日下午，商水县平店乡
程岗村“商水县青禾家庭种养农场
正在进行“一喷三防”工作。

为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促进全
年粮食增产，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平店乡紧抓当前小麦生长的关
键时期，早宣传、早发动、早安排、早
落实， 切实做好小麦赤霉病飞防和
小麦“一喷三防”工作，为今年小麦
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4 月 28
日，副市长秦胜军到市中心城区走访
调研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市直单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秦胜军一行先后察看了文化艺

术类和体育类培训机构的培训资质、
消防安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收费
等情况，详细询问了培训机构经营现
状，听取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有关运
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对培训机构的
管理提出意见、建议。

秦胜军指出，各主管单位要切实
履行职责， 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推进非学科类培训健康、 有序发展。
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落实 “双减”政

策，规范培训行为，做好人员和资金
管理。 要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定期开
展消防演练，增强安全意识，切实保
障家长、学员合法权益和健康安全。

秦胜军强调，针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治理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
力度，做好政策解读，建立长效机制，
引导培训机构规范发展。属地主管部
门要牵头督促培训机构负责人严格

依法依规开展培训，对存在的问题要
及时整改，责任到人，强化责任意识，
提升服务质量。 要坚持分类管理，巩
固专项治理成果，为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提供更便利的资质审批通道，
营造良好的社会育人环境。 ②15

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培训行为

不断开创古玩商会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 苑美丽）4 月 28
日， 周口市古玩商会成立大会召开。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赵万俊
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赵万俊指出， 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不断增强商会的向心力。 教育引
导广大会员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听
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要尽心竭力搞服务，充分
彰显商会的凝聚力。积极促进会员之
间的交流协作，创新搭建周口古玩行
业与国内、外行业交流平台，组织开
展古玩古物交流、交易、鉴赏等活动，

促进我市古玩行业对外交流发展壮

大。 要担当作为树形象，全面提升商
会的影响力。把行业进步寓于经济社
会发展当中，精心培育和打造具有周
口特色的古玩产业品牌，扩大周口文
化知名度，增强周口文化“软实力”，
为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贡献行
业智慧和力量；积极引导广大会员投
身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树立古
玩商会良好社会形象，为构建和谐社
会做出积极贡献。市工商联作为全市
各级商会的娘家，将全力支持市古玩
商会建设， 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
用， 推动全市古玩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①6

������本报讯 （记者 黄佳）4 月 28 日，
“五一” 期间全市文化旅游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通报全市近期文化旅游工
作情况，安排部署“五一”期间文化旅
游宣传推广和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
刘颖出席会议。

刘颖指出，周口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要摸清家底儿，梳理周口历史
名人以及名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提
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求以及省

委提出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
品牌塑造要求，挖掘周口历史文化在
中华文明中的价值，展现周口文化魅
力，擦亮“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城市
名片；要创意引领，打造文旅消费新
场景，主动捕捉当前不同群体对文化

旅游的需求点，策划有文化、有品位、
有品牌、有特色、有质量的新场景，打
造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的文旅项
目；要优化服务，打通文旅服务“最后
一厘米”，通过提供便利的条件、优惠
的政策， 扩大周口文旅品牌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来周口旅游；要全媒传播
提升“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影响力
和美誉度，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传
播周口旅游景点。

刘颖强调，“五一”假期是文化消
费、外出旅游的高峰期，应急、公安、
城管、 交通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严守“五一”假期文旅安全底线，确保
人民群众度过安全、欢乐、祥和的假
期。 ②15

多维发力擦亮周口文旅品牌

让孝老爱亲的明灯照亮更多家庭
———记周口市第八届“道德模范”李从兰

□记者 苑美丽

“孝”源于心，“爱”源于情，孝老
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
美满幸福、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 在
周口市鹿邑县高集乡香施堂行政村，
有一位名叫李从兰的老大娘， 她 50
多年如一日照顾婶娘， 直到 2021 年
107 岁的婶娘离世。 她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孝老爱亲传统美德，成了远近闻
名的孝顺媳妇。

“婶娘没有儿子， 老伴又走得早，
老人孤孤单单，需要照顾。”李从兰说，
她嫁到香施堂（行政村）有 50多年了，
从嫁过来那天起她就把照顾婶娘当

成分内的事。几十年来，她每天早晨起
床帮助婶娘洗漱梳头， 为她做可口的
饭菜，让她穿得干净、吃得舒心。

记者通过采访得知，婶娘喜欢热
闹，但年纪大了，不便长时间行走。因
此，李从兰一有时间就用三轮车带着
老人到村广场或者别的热闹地方散

步，与村民聊家常，帮助老人排忧解

闷，村里人纷纷向她竖起大拇指。
“照顾婶娘 50 多年直到她离世，

这几十年你不觉得累吗，有没有想过
不管老人了？ ”

“那怎么能不管？ 她是我婶娘，她
跟前没有什么人，照顾她就是我的责
任。 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眼前的事就
得管，眼前的老人就得照顾。 ”李从兰
的回答朴实又坚定。 说起婶娘离世，
李从兰几度哽咽：“我披麻戴孝把她
送走， 几个月心里都没有缓过劲，好
在我婶娘没受什么罪， 我也就心安
了。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 李从兰老人用实际行动
诠释孝老爱亲的美德， 为孩子们做
榜样。 李从兰孝顺婶娘的事迹也受
到了本地政府的关注，她于 2019 年
荣获周口市 “乡村好媳妇 ”提名奖 ，
入选当年年度“周口好人”榜单。 她
孝老爱亲的事迹像是一盏明灯 ，照
亮了周围邻居的家庭， 照亮了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 ②18

�����本报讯（记者 李凤霞 通讯员 张
智勇）近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积
极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参加 “河南省
2023 年防汛综合演练”，全面备战今
夏应急防汛任务， 检验应急物资储
备情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增强实
战经验。

该中心还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贯
彻落实省、市“五一”假期安全工作要
求，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安全
第一 ”的工作方针 ，从讲政治 、保稳
定、 促发展的高度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道路预
防性养护实战操作， 力求以 “演”筑
防、以“练”备战。

针对 G106K789+490M 至 K789+
690M 路面出现的车辙、坑槽等病害
问题，该中心迅速对该路段实施应急
抢修， 检验了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全
力补齐工作短板。本次抢修出动人员
34 人，投入摊铺机、铣刨机 、双钢轮
压路机、挖掘机、运输车、切割机、电
镐等机械设备 10 余台， 及时消除了
安全隐患，为“五一”假期广大司乘和
人民群众出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据介绍，安全排查和“实战”抢修
全面提升了中心应对公路安全隐患

和自然灾害等应急处置能力，为做好
全市公路预防性养护、 应急抢修、备
汛防汛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①6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以“演”筑防以“练”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