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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天地织锦绣 破茧成蝶飘四海
记者 王彦涛 王慕晨 文//图

织机飞转， 丝线交汇成经纬； 朝晖
夕阴， 锦绣堆叠制霓裳。

在人们的印象里， 纺织产业是不折
不扣的传统产业。 而在周口， 纺织服装
产业不仅已成为周口市工业主导产业之

一， 也正在经历着产业迭代的嬗变新
生。 从 “传统” 走向 “现代”， 从 “小
作坊 ” 到 “大产业 ”， 从 “单打独斗 ”
到 “抱团发展” ……如今， 放眼周口纺
织服装产业发展， 一批批投资亿元以上
的规模纺织企业平地起； 一台台现代化
高端智能设备开足马力忙生产； 一幅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周口纺织服装产业高质

量发展画卷在三川大地上徐徐展开。
寒冬时节， 三川大地一派繁忙奋斗

的景象， 处处涌动着拼搏发展的热潮。
随着嘹亮的汽笛一声长鸣， 一辆辆满载
精品纱线、 精致面料、 高档成衣的货车
缓缓驶出周口现代化智能工厂， 辗转途
经多个港口 ， 驶向遥远的俄罗斯 、 日
本、 韩国、 美国、 欧盟、 东盟等国家和
地区……

探索转型

适应时代潮流谋发展

古人云： “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
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产业
经济发展是一片大海， 澎湃浩荡： 以创
新驱动重塑发展动力， 以绿色发展建设
美丽周口， 以高质量发展战略开辟新空
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周口纺织服
装产业顺势而变 ，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 绘就一幅与时偕行的宏阔图景。

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 也是周口
市传统支柱产业。 新发展格局下， 纺织
行业国际贸易遇到全新挑战， 在全球疫
情复杂多变、 国际贸易尚不明朗的形势
下，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面临劳动力成本
上涨、 境外工厂冲击、 消费需求升级等
问题。 曾经名极一时的周口纱厂， 是国
家在周口投资的最大的国有大中型企

业， 职工人数最高时逾万人， 在周口工
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在计划经济年代，
为周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 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经历了
巨大的转型阵痛， 纱厂身为传统国有企
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我为自己
曾经在纱厂工作过感到自豪， 也为它的
消逝感到惋惜。” 在周口纱厂工作 14 年
的下岗女工刘女士说。

在这样的倒逼环境中 ， 周口市纺
织服装行业如何适应时代潮流谋发展？
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 ， 要全
面开展 “三标 ” 活动 ， 积极实施 “六
增 ” 行动 ， 奏响加快发展高质量崛起
的主旋律、 奋力建设中原崛起新高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周口 。 在
推动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过程中 ， 我
市围绕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 不
断调整产业结构 ， 优化产业布局 ， 把
握数字经济的机遇 ， 推动数字经济与
纺织产业融合发展 、 激活产业升级 ，
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 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纺

织服装产业作为传统制造业 ， 要在新
的历史时期重新迸发活力 ， 必须通过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和提升。” 市工
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踔厉奋发， 今夕大树参天映苍穹。
目前， 全市纺织服装产业主要布局在郸
城县、 太康县、 商水县、 扶沟县、 项城
市、 鹿邑县和淮阳区， 现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1449 家， 其中， 纺织服装企业
276 家，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的 20%。 各县 （市、 区） 纺织服装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的有项城市、 太
康县 。 2020 年 ， 全市纺织服装产业累
计实现主营业务 597.02 亿元 ， 2021 年
11 个月份， 在暴雨和疫情的双重夹击
下， 全市纺织服装产业累计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5%。

聚沙成塔

架构纺织行业大格局

视野决定高度， 思路决定出路。 集
聚是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形态 ， 产业因
“聚” 而变， 也因 “聚” 而兴。 推动产
业集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行动， 持续推
动产业转型， 着力提升优势产业集聚度
和竞争力。 近年来， 我市抓住省委、 省
政府关于建设产业集聚区的重大机遇，
顺势而为， 把建设产业集聚区当作转方
式、 优结构、 促发展， 实现弯道超车的
载体和平台， 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 从弱到强， 产业集聚区成为推动我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一花独放不是春 ， 百花齐放春满
园 。 周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被列入河
南省重点建设的 22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之一 ， 形成了以阿尔本 、 盛泰浩邦纺
织、 庄吉服饰、 水天服饰、 银鑫棉业、
瑞能服帽 、 昌茂纺织等企业为龙头的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 商水县已成为知
名的伊斯兰朝拜巾生产基地 。 扶沟县
被评为 “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 扶
沟县纺织产业集群获 “河南省重点产
业集群 ” 称号 。 太康县先后获评 “中
国棉纺织名城 ” “中国新兴纺织产业
基地县 ” “中国长丝织造产业基地 ”
“棉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示范地区 ”
“纺织产业扶贫先进单位 ”。 项城市医
护服装产业的发展是从劳保服装开始

起步， 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主要
生产高档西服 、 标志服 、 医护服 、 劳
保服等多个系列品种 ， 打造了 “北极
星 ” “松鑫 ” “元康 ” “久玖 ” “鑫
莲花 ” “雅姿洁 ” 等名牌产品 、 著名
商标 。 项城市标志服 、 医护服订单生
产份额占全国标志服的 60%， 项城市
服装产业被认定为河南省十大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印染行业上承织造、 下接服装家纺

等产业， 作为纺织服装产业链条不可或
缺的重要一环， 入园集聚生产、 集中治
污是实现转型升级、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全市印染行业实行分流域布局，
着力构建以商水县纺织印染产业园 （清
水河流域） 为重点、 太康县纺织服装产

业集群工业园 （涡河流域） 和扶沟县产
业集聚区纺织工业园 （贾鲁河流域） 协
同发展的 “一园两翼” （“一园”： 商水
县纺织印染产业园； “两翼”： 即扶沟
县产业集聚区纺织工业园、 太康县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工业园） 的空间格局， 初
步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智改数转””
释放纺织产业新动能

有梦想就有希望 ， 有信心就有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充分发挥
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当梦想照进现实， 省人工、 增效率， 在
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的今天， 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纺织服装

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 周口市纺织产业
“智改数转” 正不断深化， 让数字为高
质量发展全面赋能， 全力打响 “周口智
造” 品牌、 奋力迈向 “又大又强” 新征
程。

乘势而上， “智改数转” 带来的更
多 “想不到”， 让企业深感发展的责任
与意义。 走进商水、 扶沟、 太康等地的
现代化纺织服装企业， 仿佛置身 “机器
人王国”， 车间明亮整洁， 跟印象中的
传统制造业截然不同： 目之所及， 是纺
织服装传统产业的提升创新 ； 心之所
感， 是新思维新活力的竞相迸发。 河南
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以信息化技术为工

具提升服装制造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利
用自主研发的管理系统， 通过对每件成
衣在各个工段生产信息的实时记录， 实
现了产品的可追溯性管理。 在生产管理
方面 ， 利用 MES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 、
服装 ERP 生产管理系统、 规模化服装
生产大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采集分析系
统等， 将公司各种数据资源进行综合集
成， 实现人员、 订单、 物料、 工艺、 质
量 、 产品 、 物流等信息的综合集成利
用， 打通企业的数据流， 实现数据资源
的可利用。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纺织服装
企业通过与业内知名院所开展合作交

流 ， 不断加大先进设备 、 先进技术的
投入 ， 加快向技术密集型 、 高端科技
型方向迈进。 自 2020 年 3 月华为 （周
口 ） 工业互联网应用运营中心成立以
来 ， 已有 11 家纺织服装企业率先上
“云 ”， 实现信息化及智能化改造 。 河
南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通过不断研发

与创新， 已获得软件著作权 18 项， 各
项专利 33 项， 企业以信息化技术为工
具大幅提升了服装制造的智能化水平。
沈丘三闸纺织通过智能化服务 ， 实现
数字化营销新生态及管理重构等 ， 提
升了企业数字化能力 。 商水湘湖纺织
接受华为云为其提供的设备服务生命

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 实现生产管控可
视化 ； 河南水天服饰 、 雅宝纺织服饰
通过华为云对其网站内部的优化 ， 把

精准用户带到网站平台 ， 实现在线购
买或品牌宣传 。 截至目前 ， 我市先后
培育了省级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 5
家， 市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5 家，
省级 “特色产业集群” 1 家， 智能工厂
2 家， 智能车间 9 家， 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 1 家， 省级 “质量标杆” 1 家。

补链强链

环环相扣织出 ““新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紧扣产业
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 不断提升科技支
撑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 “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作为加快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
升级的重点任务。

怎么补？ 如何强？ 市委、 市政府明
确提出要积极培育龙头企业 、 上市企
业， 精准补链、 延链、 强链， 构建产业
链、 提升创新链、 打造供应链、 畅通要
素链 、 完善制度链 ， 推动 “五链 ” 耦
合， 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壮大。

目前， 周口纺织服装产业链条趋于
完整。 纺织服装产业链上游原料生产环
节为棉、 麻、 毛、 绒等天然纤维和人造
纤维 、 合成纤维 、 无机纤维等化学纤
维； 中游加工环节为纺纱、 织造、 印染
及后处理； 下游成衣、 成品生产环节为
纺织服装设计及成衣 、 成品加工 。 目
前， 周口纺织服装产业链中游及下游环
节基本实现全覆盖， 中游包括扶沟、 太
康、 商水、 鹿邑的纺纱， 鹿邑、 太康的
织造及鹿邑尾毛加工， 扶沟、 商水的印
染 ； 下游包括商水 、 项城 、 鹿邑的成
衣、 成品加工。

随着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进程的加

快， 中游加工环节中的印染已成为上下
贯通、 拉长延伸产业链的关键。 周口市
从盘活现有印染企业为突破口， 打通产
业链条 。 2018 年以来 ， 全市改进关停
中小型印染企业 30 多家， 累计淘汰落
后印染设备 68 台 （套）。 目前， 商水、
扶沟印染产业园的建设填补了周口市印

染产业的空白 ， 已初步形成了集 “研
发—纺纱—织布—染整—面料—服装—
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借势招商

打造营商环境 ““舒心地””

有人说，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客商
是 “船 ”， 招商就是借 “船 ”； 资金是
“风”， 引资就是乘 “风”。 20 年的招商
努力， 为周口今天的经济发展奠基； 20
年的借 “船” 乘 “风”， 将继续推动周
口经济破浪前行。 周口市纺织服装产业
的不断发展壮大， 离不开市委、 市政府
和各县市区的大招商、 招大商， 我市有
针对性地谋划大项目 ， 打出了以商招
商、 产业招商、 委托招商、 点对点招商
的 “组合拳”， 省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
户， 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 为全市经济
发展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周口撤地设市以来， 历届市委、 市
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 先后出台

了 《周口市招商引资优惠办法》 《周口
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等一系列重大
政策，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招商引资
政策体系和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良性机

制。 为精准做好纺织服装行业招商引
资， 周口市编制了 《周口市纺织服装行
业链招商图谱》， 明确招商引资重点方
向、 重点领域， 按图索骥、 有的放矢。
近年来， 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 “南下
北上”， 马不停蹄开展系列招商考察活
动。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 省委常
委 、 周口市委书记安伟亲自带队赴杭
州、 绍兴、 江阴等地开展招商考察对接
活动， 积极推动周口主动融入长三角经
济区， 加快进入长三角地区产业链， 实
现与发达地区更大空间、 更高水平的对
接合作。

枝繁巢暖方能引凤栖。 周口是国家
重要的优质棉生产基地和超千万的人力

资源大市， 是唯一的 “中原港城”， 拥
有优良的岸线资源， 具有连南贯北、 承
东启西的交通网络优势。 目前， 周口正
在大力发展临港经济， 努力打造 “豫货
出海口 ” 和河南省连接 “海上丝绸之
路” 的桥头堡。 周口市位于人口众多的
中部平原地区， 是全国户籍人口超千万
的地级市之一， 全市农村劳动力约 620
万人， 富余劳动力 320 多万人。 劳动力
优势为我市发展纺织服装业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目前， 我市规模以上纺织
服装企业 276家， 全市纺织服装产业从
业人员 30余万人。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周口投资， 不
仅仅是因为周口历史文化厚重、 人力资
源丰富、 发展环境风清气正， 更是因为
周口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党员干部能为
百姓计、 敢为天下先， 营造的亲商、 安
商、 重商、 富商氛围浓厚。 可以说， 我
们是奔着周口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来， 奔
着周口凝心聚力、 担当作为的领导班子
而来， 奔着周口真抓实干、 奋勇争先的
干部作风而来。” 河南阿尔本制衣相关
负责人郑重表示。 “我们公司立足周口
太康 8 年了， 当初看中的就是周口地大
物博、 交通便利、 人力资源充足、 劳动
力成本相对较低。 这么多年来， 政府给
予我们的优惠政策让我们更加坚定最初

在这里建厂是正确的。” 太康县天顺纺
织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展望未来

绘就周口纺织新蓝图

迎接新机遇， 周口纺织人有信心、
有耐心、 有决心。

回望来时路， 豪情满满； 重踏征程
时， 初心不忘。

“十四五” 时期， 是周口市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周口绚丽篇章

的五年， 也是加快建设中原港城和打造
面向东南沿海开放桥头堡的关键时期。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

节点， 周口纺织产业已吹响了新征程的
号角。 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发展壮大
新兴产业、 谋篇布局未来产业， 省委常

委、 周口市委书记安伟强调要实施企业
“三化” 改造提升工程， 大力实施智能
化、 绿色化、 高端化改造， 力争再形成
2 至 3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把周口打造
成全国有影响、 全省一流的纺织服装产
业基地。

未来可期———周口纺织产业链布

局完善 。 拿起放大镜找到强链延链补
链着力点 ， 加快培育建设具有多种延
伸产品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 形成
“原料 储 备—交 割—纺 纱—织 布—染
整—提 花—纺 织 服 装 加 工—鞋 帽 生
产—销售及配套产业 ” 完整链条 。 依
托太康 、 扶沟 、 商水等地 ， 做大做强
“原材料—纺纱—织布、 高档面料—染
整—服装制品 、 辅料生产 ” 产业链 。
依托项城市开发区 ， 大力发展 “研
发—高档新型家纺面料—高档服装 ”
产业链 。 发挥鹿邑县资源优势 ， 打造
“尾毛—染色毛—高档化妆刷等多系列
产品—睫毛 、 牙刷 、 口红 、 粉扑等各
类化妆用具” 产业链。

前景明朗———树牢项目为王。 项目
是稳增长促发展的 “顶梁柱”， 要坚持
“项目为王” 的理念， 认真谋划实施重
大项目，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加快
推动中垣环保印染产业园、 盛泰浩邦纺
织工业园、 项城职业装产业园、 健步鞋
配套生产基地 、 嘉辉纺织高档面料印
染、 金三顺纺织服装辅料染整及拉链生
产等重点项目建设， 为招商引资和承接
产业转移提供良好基础。 高标准建设印
染产业园， 积极推广废水余热回收、 中
水回用、 丝光淡碱回收等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 推动印染行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
端晋级。

前途无量———品牌带动继续领跑。
加大品牌创建力度 ， 支持申报驰名商
标、 河南省名牌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 支持加工贸易型企业创立自主品
牌， 鼓励具有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发展自
主品牌， 通过鼓励连锁经营、 电子商务
等新模式实现品牌价值的延伸提升。 推
进建设集原辅材料供应、 专业设计、 品
牌孵化和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市场，
提高关联产品配套能力， 实现配套产品
的就近供应。

大有可为———人才兴产业， 产业也
聚人才。 依托周口市创建河南省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高地示范区为契机， 以培育
和稳定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基础， 以高端
研发和服装设计团队建设为重点， 推动
纺织服装产业智力资源服务体系可持续

发展。 积极与北京、 上海、 深圳科研院
所、 院校、 头部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组
建纺织服装产业人才服务战略联盟， 加
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 ， 完善人才信息
库； 定期组织企业开展人才智力对接活
动， 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激励 、 期权分
配、 技术入股等方式， 吸引和留住各类
高端人才； 鼓励企业加强校企合作， 依
托本地职业院校实施订单式委培， 加快
蓝领人才培养。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沐浴着
新时代的朝阳， 周口纺织服装产业这艘
巨轮， 正破浪前行！ ②5

河南省天虹纺织科技工业园生产车间。。

河南阿尔本制衣成衣生产车间。。 扶沟县昌茂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化纺纱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