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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60 米路
北，围挡歪倒。

庐山路与湘江东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不
亮。

交通北路与黄河中路交叉口向北约60米路
东，车辆乱停乱放。

桂江路与太行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100米路
南的文华苑小区，有人毁绿种菜。

王广乐：研发个性化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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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片

王广乐，男，1981年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姜店乡大王
村，毕业于安阳工学院。王广乐自幼喜爱美术、音乐，对
色彩有敏锐的洞察力。2009年，王广乐创办了广州诺彩数
码产品有限公司，产品远销美洲、非洲、欧洲的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他是出身农村的“80后”，为了

梦想，曾饱经挫折，最终收获满满；
他努力研发的产品远销海外，是一位
成功的企业家。近日，记者采访了
他——广州诺彩数码产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广乐。

从小与美术结缘

王广乐的爷爷曾在舞阳县文化馆

工作，父亲在乡里的文化站工作。每
次县文化馆有美术展览时，家人都带
他参观。

“从小学开始，我就学习美术了。
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艺术设
计。”王广乐说，上大学时，考虑到
就业问题，他在学校学习了各类设计
软件。

2003年，王广乐大学毕业，在舞
阳县城开了一家装潢店，主要做室内
装修和3D效果图设计等。由于当时

县城懂设计的人比较少，王广乐的装
潢店一开业就生意红火。

每天在店里忙来忙去，王广乐觉
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更想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

2005年，听朋友说广州发展的机
会比较多，王广乐便去了广州。“我
到广州后在电脑城找了一份工作。第
一次到这里，很多国外进口的机器让
我大开眼界。”王广乐说，也正是这
次，他见到了数码印花机。

自主研发打印机

第一次见到数码印花机，王广乐
就被它吸引了。普通打印机只能打印
纸张，而数码印花机可以打印所有的
平面材质，比如陶瓷、瓷砖、壁纸、
T恤等。

“这种设备能够实现我对色彩的热
爱，可以把我的创意变成现实。”王
广乐说，通过了解，他发现数码印花
机广泛应用于服装、广告、装饰装修
等领域。通过它打印出来的产品颜色
绚丽、个性十足，又贴近生活，深受
年轻人的喜爱。

这让王广乐看到了商机。他想把
普通打印机改装成数码印花机。一开
始，王广乐连打印机的外壳都不会
做。他便一遍一遍地绘图，然后又同
比例放大在铁板上进行焊接、打磨、
喷涂。实在累得受不了时，他就躺在
机器旁睡一会儿。

“那时候年轻，有一股冲劲儿，不
怕失败。”王广乐说，改装的数码印
花机功能不完善、外观不好看，于是
他产生了自主研发打印机的念头。

2010年，王广乐开始进行自主研
发。2012年，他向市场推出了研发成
功的第一台UV打印机。UV打印机操
作方便、打印灵活，可以按照客户要
求进行专属个性化打印。

王广乐带着产品，在2012年广州

迪培斯广告展上收到了54份来自国内
外的订单。这极大地增强了王广乐的
信心。

王广乐的公司开始忙碌起来。他
带领的团队也从曾经的2个人壮大到
了20多人。但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
客户使用打印机时经常出现系统问
题。为此，王广乐要经常上门为客户
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则为客户退款
或者更换新的设备。这并没有让王广
乐退却。他认为，所有围绕产品的服
务都不是服务，真正的服务是围绕客
户的需求，帮助客户创造更好的产
品，帮客户赚到钱。

研发出第一台打印机后，王广乐
的团队又根据客户的需求相继研发出
十几款打印机。

2015年，为了精益求精，王广乐
又将产品重新定义，将十几款打印机
压缩为两款主打产品。这一年，公司
年纯利润500多万元。从此，王广乐
的事业进入到上升期，公司的产品也
远销美洲、欧洲、非洲。

为家乡招商牵线搭桥

如今，王广乐的公司员工有140
多人，其中不少是老乡介绍来的。每
年公司到学校招毕业生时，王广乐都
会对漯河籍的学生给予照顾。

“我的根在漯河。在公司里看到咱
老家的人，我感到格外亲切。”王广
乐说，为此，他还对一些老家来的工
人进行重点培养。

2017 年 12月，姜店乡驻广州流
动党支部成立。王广乐发挥接触人员
广、接触企业多的优势，积极宣传推
介舞阳县的招商引资政策，主动为家
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老乡介绍工
作。

“虽然我人在外地，但必须为家乡
做点贡献。”王广乐说，只要家乡有
需要，他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

王广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期，淞江路与祁山路交叉口附近的幸福渠内荷花盛开，吸引市民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嘿！哈！……”6月11日早

上6时30分许，市区嵩山路沙河
大桥北端东侧的树林里，响起了
铿锵有力的呐喊声。只见十几名
孩子身着武功服，在两名教练的
指导下，聚精会神地打着心意六
合拳。孩子们有板有眼的拳路练
习，引得许多晨练市民驻足观看。

9岁的张嘉洋小朋友，打起心
意六合拳有模有样，一招一式刚
柔兼济，足见功底。她说：“我在
这里已经学三年了，感觉自己的
身体更好了，更有精气神了。经
过师傅的指点，我现在已经掌握
了心意六合拳的基本套路，但想
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还要继续
努力。”

“2018年3月，我们设立了这
个公益培训点，目的就是通过义
务普及推广，帮助群众强身健
体，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同时把
心意六合拳进一步发扬光大，更
好地传承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心意六合拳第九代传承人
王广超告诉记者，“公益培训点设

立后，受到了孩子和成人的欢
迎，最多时早上有50多人在这里
练拳。”

据了解，心意六合拳是我国
古老的集搏击、健身、防身、养
生于一体的三大内家拳之一。
2008年，我市心意六合拳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个公益培训点设立后，多名心意
六合拳传承人加入培训队伍，王
广超、蒋晓辉、刘永丽、杨金
生、谷建超等拳师每天都到场指
导。四年来，他们已义务指导近
500名市民练习心意六合拳。

公益培训 传承非遗

■本报记者 孙 震
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微博、抖

音等平台上，连续有多位市民投诉：
“小区内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现象
严重，物业管理收效甚微，希望消防部
门能消除隐患。”

来自网络的警情，引起了市消防救
援支队的高度重视。支队决定联合郾城
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公安部门，深入举报

现场开展直播消除火灾隐患活动，同时
在线上跟网友谈一谈“居民住宅消防安
全那些事儿”。

6月10日下午3点，直播开始。“你
好！电动车是严禁上楼停放和充电的，
你得赶紧将车子挪下去，否则按照《高
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就要
对你进行500元~1000元的处罚了。”直
播现场，郾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的防火监

督员对发现的违规现象当场劝说，消防
隐患很快得以整改。

“高层建筑安装的防火门都是常闭
式防火门。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防火门都被破坏掉，‘常闭式’变成了

‘常开式’。一旦出现火情，毒烟将很快
充斥整栋建筑，极易出现亡人事故。”
随着主播的讲解，观看直播的网友了解
到发生火灾时这个隐患居然是如此致

命，纷纷表示今后将多关注身边的安全
隐患，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此次直播是我们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的一种新尝试、新探索。”郾城区消
防救援大队负责人表示，整场直播时长
约90分钟，内容贴合群众生活日常、干
货满满，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增强广
大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指导群众掌握
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的能力。

直播隐患消除过程 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孙 震
“同学们！气温高热浪难当，听

老师把安全细说端详。防溺水‘六不
准’我讲了又讲，记心上保安全你多
加思量。”6月10日，在漯河育才学
校，陈岚东老师正在向学生教授他创
作的河南戏曲越调《防溺水“六不
准”》。

陈岚东是漯河育才学校的音乐教
师，同时，也是豫剧名家贾文龙先生
的入室弟子。他结合河南戏曲越调的
唱 腔 ， 创 作 了 《防 溺 水 “ 六 不
准”》，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唱
词，宣传防溺水“六不准”知识，受
到学生们好评。

据悉，陈岚东还在学校创办了
“梨花颂”戏曲社团，积极传播戏曲
传统文化，他教的学生个个都会唱几
段河南戏曲。此次，通过河南戏曲越
调来宣传防溺水知识，比说教更通俗
易懂，学生也更喜欢。

6月12日，郾城区龙城镇社工组织英语基础薄弱的孩子开展活动，
培养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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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用越调
宣传防溺水知识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练习心意六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