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张立蕴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农村版 04

一场“大戏”正红火
——梅河口市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活动纪实

□ 王风岐 洪菲 本报记者 吴连祥

“走，到山水广场看大戏、买特产去。”连
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梅河口的市民们便三
五相约，纷纷来到位于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的
山水广场，看演出、喝啤酒，临走时都不忘买
几样农特产品带回家。据了解，自从启动夜
市展销农特产品活动以来，日均销售额已达
50万元，不仅促进了农特产品生产，还产生
了拉动消费的效应。

文艺搭台，产品唱戏。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进程中，梅河口市把促进农特产品销
售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大事来抓，在积
极开展电商线上销售、直营门店销售的同
时，借助梅河口市举办“消夏避暑节”系列活
动的契机，启动了农特产品展销及文艺演出
活动。

组织协调细致到位

市委、市政府特别重视这次展销工作，
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农特
产品展销活动方案。责成农业农村部门牵
头组织，商务、市场监管部门协助，19个乡
镇和市电商办共同配合，同心协力做好展销
各项协调保障工作。

获悉市里举办农特产品展销活动，19
个乡镇纷纷动员组织辖区农产品生产加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参加展销
活动，展示发展建设成果。经过积极发动，
全市有80多家农特产品生产企业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参展，其中不乏具有老字号品牌的
龙头企业。

市委副书记张成太、副市长霍光多次深
入现场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与参展企
业负责人交流情况，鼓励他们抓住机遇，发
展农特产品生产加工，祝愿他们在展销活动
中取得良好效益。

产品展销日渐火爆

为了方便群众，确保展销效果，有关部
门把展销时间定在 17点到 21点，展销时间
为 21天。现场设置 93个摊位，各乡镇分别
设置展区，全部免费提供给企业。参展产

品种类齐全，有大米、蜂蜜、食用菌、冷面、
坚果和时令水果、蔬菜等质量过硬的农特
产品。另外，扶贫企业的产品也摆上了展
台。

惠泽民生，拉动消费。主办方将这次
展销与市政府消费券活动挂钩，市民凭促
销券即可享受满减优惠政策。设立了食品
安全保障小组，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做
好展品入场监管工作和安全保障，确保市
民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最优质的农产品。记
者在现场看到，产品花色品种齐全，价格也
适合大众消费水平。

据介绍，这次展销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
市农特产品品牌知名度，促进了夜市经济发
展，为全市农特产品企业及农业专业合作社
搭建了良好的销售平台，更为产业扶贫起到
了促进作用。

特色演艺增添人气

一台大戏开锣，聚来八方人气。为了增
添展销现场的人气，主办方增设了乡镇专场
文艺演出活动，安排 19个乡镇轮流进行展
演，演出时间为每晚 18点 30分至 20点，历
时90分钟。

文艺演出以推介本乡镇特色农产品及
宣传当地特色文化为主，通过有奖竞猜、抛
绣球等趣味游戏和企业交流访谈等互动环
节，推介各乡镇大米、香菇、木耳、果仁、鹿产
品等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节目内容涵盖
歌曲、舞蹈、戏剧、小品、民俗等，旨在展现乡
村振兴新变化、新气象、新成就，受到广大观
众的喜爱。记者看到，几天来，每晚的演出
节目各异，特色鲜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
前来观看。

据 介 绍 ，一 周 以 来 ，各 乡 镇 农 特 产
品 展 区 人 气 爆 棚 ，吸 引 了 4 万 多 名 市
民 、游 客 前 来 参 观 购 买 ，日 均 销 售 额
达 到 50 万 元 。截至目前，已实现销售
总额 480 万元，其中大米销售额达 70 万
元，果仁销售额 60 万元。此 次 展 销 活
动 结 束 后 ，预 计 可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0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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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销现场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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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旺盛的夜市经济

文艺演出为展销活动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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