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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收头发的“背包客”如今在干啥

□记者 付永奇 文 / 图

“收头发了，收头发了……”在豫东地区，这些肩
背一杆秤、一面镜、一把剪刀，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四
处吆喝的收发人大多来自商水县练集镇。 2005 年前
后， 该镇 10 多个行政村的 1000 多名男女以收头发、
初加工、卖假发为生，被誉为“背包客”。 他们亲带亲、
友带友，带动周边数千人加入这一行业。 当时国内发
制品行业规模小，“北有许昌灵井、 南有周口练集”是
行业对两地的赞誉。

20 年过去了，这些“背包客”在干什么？
“来自印度的头发明天从郑州海关过来，挑头发

的工人要增加 15 个！ ”进入农历腊月，位于练集镇产
业园区的瑞祥发制品有限公司仍然一派繁忙。 40 岁
的苑高峰是这里的老板， 接听完物流公司的电话后，
他和妻子姚秋红商量加班生产事宜。

苑高峰是练集镇三所村人， 自幼对做假发感兴
趣。 2002 年，中专毕业的他怀揣梦想，先到许昌市的
发制品公司打工 3 年，然后返乡成为“背包客”收头
发、做假发，不断积累经验。 2013 年，他租房两间，带
领 10 多人开办小作坊；2016 年，在各级政府支持下，
他在镇产业园区建厂，固定用工四五十人，高峰期用
工近百人，所产假发大部分通过电商销往国外。 在脱
贫攻坚时，他合作帮扶 170 多户村民；在乡村振兴中，
他通过“公司＋农户”联农带农 20 多户。

“现在的原材料大多从印度等国家进口。 ”苑高峰
指着车间内整箱的头发告诉记者，当年的“背包客”部
分因年龄大退出行业，部分不甘只为下游“做嫁衣”开
始创办发制品加工厂，另外的相继转移到手机回收等
行业。 “现在，练集镇专门收头发的‘背包客’不足千
人，而且大多游走在周口以外的城市。 ”

近年来，国外假发需求量增加，主打出口的练集
镇各个发制品公司生意都很好。

挑白发、倒顺、清洗、烘干、打发、制发把、排发帘、
上高针……发制品加工工艺复杂， 但瑞祥发制品公司
各个车间的人忙而有序。长短不一的材料，在灵巧的双

手中，很快就变成一顶顶时髦的发套。 记者看到，各个
工位上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 64 岁的赵英丈夫去世，
儿子离婚后外出打工， 留下一对 8 岁的双胞胎男孩。
“在这里上班，离家近，时间自由，不耽误做饭、接送孩
子，每月工资 3000元。 ”谈到收入，她一脸满足，“老板
是个好人，处处照顾俺，到国外出差还不忘给孩子买个
洋玩具，感谢镇里给俺找了个好工作！ ”

距离这家公司不到 2 公里，鹏发发制品公司是商
水县为数不多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国外的企业。 “由
于国内用工成本高，老板正在缅甸收头发、开分厂，我
负责这里的生产！ ”公司经理李晓双指着办公室内一
块写有“2023 年度全市外贸进出口先进企业”的奖匾
自豪地对记者说，“公司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有展厅，
每月有数十万美元的销售额！ ”

这家公司创办于 2016 年，生产工艺先进，2020 年
取得进出口权， 生产的产品 90%以上都销往了国外。
“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 俺能在家门口用外国人的头
发挣自己的钱！ ”在公司生产车间，曾做过“背包客”、
现负责头发清洗的村民刘丽英打趣地说。

从走街串巷收头发，到通过电商“卖全球”，练集
镇的众多收发人在脱贫攻坚中利用国家对扶贫企业

的支持完成华丽转身，发制品产业蓬勃发展，“发艺小
镇”初具规模。 “目前，全镇已形成薛套、钱营、王寨等
9 个毛发加工专业村，从业人员 6000 多人，拥有规模
以上毛发加工企业 35 家， 其中年产值千万元以上的
企业 7 家、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5 家。 ”该镇党委书
记刘风雷告诉记者，“我们将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假发
产业做大做强，为全镇经济发展强■壮骨，为周口农
业强市建设作贡献。 ”

165 个无名小区“取名”记
□记者 韩志刚 通讯员 张晨露

“这么大的快递包裹取回实在太不方便了，不可
以送到楼下吗？ ”去年年初，在川汇区陈州街回族街
道悦来社区，居民和新来不久的快递员发生了争执，
闹到了社区网格员这里。 劝说无果后，网格员将这件
事告诉了联系该片区网格的区人大代表马峰涛。

马峰涛耐心听取双方的陈述后， 发现此类争执
并非个例。 由于部分小区没有具体名称和醒目标识，
导致快递员在配送过程中频繁遭遇困扰。

这件百姓的“烦心事”成了马峰涛的“心上事”。
之后，马峰涛进行了深入走访，发现许多老旧小

区没有名字，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朋友

探访找不着地方，商家送货不好沟通，甚至老人在晚
上散步还会走错路……

于是， 马峰涛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陈州街回族街
道办事处，并建议为这些无名小区取个正式的名字。

陈州街回族街道办事处对此高度重视。2024 年 1
月 11 日， 在街道第一届议事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
上，“无名小区命名”被列为 2024 年度街道民生实事
备选项目，通过票决正式成为街道 2024 年度 6 项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并向区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汇报。

在区人大和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陈州街回族
街道办事处迅速行动， 对辖区内的无名小区进行了
全面摸排，共统计梳理出 165 个无名小区。 为了确保
小区命名的合理性和居民满意度， 街道发动网格员
的力量， 广泛征集小区居民对小区命名的想法和建
议，并遵循“便民利民、明晰辨别、延承记忆”的原则，
征集候选名称，经过多轮讨论和投票，最终确定了各
个小区的名字，并在小区门口安装了醒目的门牌。

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快递员配送难的问题，也
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居民们
纷纷表示，小区有了名字后，无论是朋友来访还是商
家送货都方便了许多。

一张张小区门牌的安装， 不仅标志着这些无名
小区终于有了名字， 更象征着政府部门和人大代表
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决心和行动力。 “通过解决一个
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 ”提起无名小区的变化，马
峰涛成就感满满，“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我将继续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心全意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

“童”迎新年

������近日， 乾和家园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体验美甲。
逛“集市”、赏民俗、看表演、品美食……连日来，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教育系统持续组织各校开展丰富多
彩的迎新年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
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王洁 摄

苑高峰和妻子姚秋红在公司展厅整理发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