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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合肥农交会

□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倪路/图

农交会还剩最后一天，农交
会还剩最后一天，农交会还剩最
后一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为
期三天的合肥农交会，将于今日
下午说“拜拜”。市民如果需要
购特色农产品，是时候进入馆内
“抄底”了。

最追购：
平价食物很叫卖
干笋一小时卖300公斤

在馆内，很多“高大上”、“高精尖”的农产品及机械，常

常让市民驻足观看。但“下手”最多的却是平价、大众食品。

“这种干竹笋在超市中，至少要卖10块钱一斤，这里是

7 块多，便宜不少。而且看着还蛮干净，营养好，赶紧多挑

些。”对于这几天的大妈们来说，盆栽蔬菜、有机水果或许只

是看新鲜的玩意，抢购平价食品才是她们的“主战场”。

在池州馆内，一个干笋展销摊位上，每天只要一上货，便

引来一阵抢购热潮。展台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来自池州山

上的正宗竹笋，经过选择处理后，目前的干笋，既有口感，也

有营养，是他们这几天的主打产品，共带来了近3000多公斤

参展，没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开幕式当天一个小时不到，便卖

出了300公斤。

昨日下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获悉，截至目前，

本届农交会共落实签约项目 289 个，签约总金额 968.37 亿

元，其中投资类项目258个，合同投资额902.9亿元，签约项

目总金额为去年的105.64%。超10亿元的项目22个，产学

研合作项目 11 个，农业金融对接项目 23 个。此外，本届农

交会新型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现代农业项目数量

达到 27 个，总投资额达到 108.62 亿元，占签约项目总投资

额的12%。

刚出锅的豆腐也可以提前卖
巢湖市中庙镇胜利村委会农村淘宝服务站的合伙人缪婷婷，在

200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旅游与房地产管理方面的工作。当得

知农村淘宝开展招募活动以后，她毅然决然的决定返乡创业。

巢湖盛产三宝，银鱼、白米虾与螃蟹，这些产品都是纯天然

的，特别是银鱼、白米虾是无法人工养殖的。村民制作好的干银

鱼、干虾米、干鱼被统一收购到巢湖市作为地方特产出售。

村淘正在改变农产品的出路问题。缪婷婷说，村淘的代购与代

买模式启动了，村民的需求量很大，只是他们在实体店买不到称心如

意的商品，开业当月的营业额达十万有余，七月、八月月营业额分别

为八万、九万。只要村民愿意，就可以把自己地里的青菜萝卜，甚至

是刚刚出锅的农家豆腐提前卖掉。把一个个乡村变成一个个网店，

让村民们成为淘宝卖家，这些都可以借助农村淘宝平台。

互联网让渔网“撒得更远”
秀美的巢湖南岸，有着“中国渔网第一镇”之称的槐林镇。槐林

渔网销售大军已经将网撒向全球60个国家及地区。翟晓旭，这位

不到30岁的年轻人，是槐林镇首批“触电”的渔网经营者之一。

“2011年开始，我在网上开始销售渔网，分别在淘宝等平台注

册网店销售。”翟晓旭透露，以 2014 年为例，仅通过网络渠道，自

己的年成交额就达到600万元。

从2011年开始，网店订单的爆发增长，使得翟晓旭不得不放

弃自己加工，转而全身心投入到“销售”上：“以前家里主要是给大

企业代加工渔网，只能赚取点加工费。现在我已经‘转型’改做销

售员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拿订单，找厂加工，按时发货”。

槐林镇渔网商会秘书长翟连好介绍：“目前，该镇从事渔网企

业 500 多家，直接从业人员已经达到 3.2 万人，年出口交货值约

1.2 亿美元”。翟连好透露，该镇还将打造渔网产业的电商村，目

前一期土地规划等已经获得批复。

“安徽电商第一村”初具雏形
在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合肥“三瓜公社”，

一个做生态农业的电商，围绕民俗、文化、旅游、餐饮等多个领域，

综合现代农特产品生产、开发、线上线下交易、物流等环节，正尝

试走出一条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三农”的探索之路。

据半汤西瓜电商村村长刘家杰介绍，三瓜公社项目于今年7月

启动，总投资3亿元，建设周期为36个月，主要针对巢湖汤山民宅进

行“一户一特”的重新定位设计，按照“冬瓜民俗村”、“南瓜美食村”

和“西瓜电商村”三个板块进行布局。三瓜公社董事长刘浩介绍说：

“未来将培育地方电商发展，培养地方电商人才，以电商的形式把本

地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努力打造名副其实的‘安徽电商第一村’。”

巨型南瓜 定远炉桥特产——鸡头果

合肥农交会今日最后一天
想去“抄底”的市民赶紧了

每年的农交会上，都会带来一些新产品，受到“闪

光灯”的一致厚爱。而一些消失很久的“老味道”，也会

让市民们“忆往昔岁月”。

今年，在滁州馆内，一种叫“鸡头果”的食物，就受到了很

多人的喜爱。因为“鸡头果”不但外形跟真的鸡头很像，就连

“鸡眼”、“鸡脖子”、“鸡嘴”也都很像，整体外观精神十足。

“‘鸡头果’的学名叫‘芡实’，是一种生长在水面大

型浮叶里的植物，跟睡莲有点像。”据定远县益康种养殖

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王耀介绍，“鸡头果”之前被誉为“水

中人参”，性能与莲子相似，有健脾养胃、益肾固精的作

用。但最近30年，由于农村水面减少，野生的基本没有

了，而养殖的人也不多，市场上就很难见到这种食物。

“据我所了解，目前安徽省养殖‘鸡头果’成一定规

模的，也就 3 家左右，我这个合作社在高塘湖养殖了

3000亩，算比较大的了”。由于纯人工下水采摘，售价

也比较高，一公斤卖到 80 元，目前在河南、广东、上海

等地卖的都比较好，一年纯利润在300万元以上。

“我们以前在农村生活，都吃过这个，味道跟菱角

有点像，在合肥市场上很久没有看到过了。今天无意

间看到，有点惊喜。”9 月 13 日，前来购物的秦奶奶，在

展摊上，看到当年熟知的食物，立马停下脚步，买了 5

公斤，并留下了展位老板的号码，今后会再购买的。

最追忆：消失已久的“鸡头果”重出江湖

如今，人们在吃的方面，都追求健康。而一直被视为

健康而又有营养的黑色瓜果蔬菜，开始成为农交会上的

“流行色”。

“你们快来看，这些玉米、土豆，颜色全是黑的”、“黑色的

土豆，怪怪的，哈哈”、“活了40年，头一次看见黑色的花菜，这

回可算开眼了”……很多市民被馆内众多的黑色农产品吸引

住了。在安庆馆内，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台上，黑色

的胡萝卜、土豆、花菜、玉米等蔬果一字排开。不少市民

对这些黑色蔬果充满了好奇，但一问价格，连连咋舌。

“这些黑色瓜果，不是基因技术合成，而是纯天然

的进口品种，营养价值很高，但由于种植过程必须绿色

有机，因此成本很高，产量却相对较低。”据工作人员齐

峰介绍，在市场上，黑色胡萝卜和花菜每公斤价格在

10～15元，超市里已经开始有售。

而在黄山市的展馆内，每年都有很多“黑色元素”，

例如黑土鸡、黑土猪等。这些“黑不溜秋”的农产品身

价飞涨，黑土猪每公斤价格 50 元，黑土鸡每只价格在

150元上下。

此外，在宿州、阜阳等皖北城市馆内，还有黑甘薯、

黑绿豆等，都受到市民们的追捧。

最追捧：“黑不溜秋”的农产品身价飞涨

互联网让安徽渔网“撒向全球”
网络销售已达60个国家或地区

□ 记者 丁林

产业集群专业镇的电商化也在发力。
在巢湖南岸的槐林镇，有着“中国渔网第一
镇”之美誉。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槐林渔网
已经撒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电商也正在让农村发生巨
变。一位农村淘宝合伙人这样写道：村
淘不仅可以缓解农产品被刻意压价，地
里的青菜萝卜、刚出锅的农家豆腐都能
提前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