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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农资会昨日开幕
农资会成了企业推广新技术的平台

本报菏泽2月23日讯(记者 李
贺) 由商务部重点支持，中国贸促
会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山东省
农业厅、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省科
协和菏泽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
第七届中国(菏泽)农资交易会于23
日在中国林展馆盛大开幕。

农资会成为了一些企业推广
新技术的平台，控释肥和有机肥
成为了农资企业主推的品种；基
于移动网络传输的温室大棚监控
系统，吸引了市民的关注。此外，
由企业和农资机构主办的农资经
销商盈利模式转型研讨会也受到

许多参展商的关注。
本届中国（菏泽）农资交易会

以“惠农、发展、交流、共赢”为主
题，汇聚了巨大的商品流、信息流、
技术流和人才流，对于促进生产、
拉动消费、扩大就业、促进对外交
流与合作、加强工贸结合、提升城

市化服务功能等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馆内设化肥、农药、种子、农
业高新技术四大展区，馆外单独设
置了农业机械和农业装备展区。

中国(菏泽)农资交易会从
2006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七届。

绿色环保农资产品

成会展主打
本报菏泽2月23日讯 (记

者 姚楠 李贺) 23日，农
资会开幕第一天，所有参展商
都拿出浑身解数，将最有竞争
力的产品摆在显眼位置，参展
商们大打环保牌，在化肥区，
缓控释肥、有机肥等绿色产品
成为许多参展商的参会主打。

控释肥、有机肥成为企业
主推品种。

控释肥和生物有机肥是国
家重点推广的肥料品种，作为
肥料的发展方向，农资企业纷
纷在本届农资会上大力推广。

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控释
肥企业，在本届农资会上吸引
了众多参展商的关注。

“我们参加本届农资会就
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
控释肥。”金正大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尚长利
告诉记者。

据了解，由于比一般复
合肥价格更高，“绿色肥料”
卖起来不如复合肥“火”，但
许多经销商表示，随着人们
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尤
其随着农产品出口增加，国
外对“农药残留”等指标的检
测标准高，农户的环保意识
越来越强，绿色肥料的市场
肯定会越来越大。

“有机肥料、生物肥料对环
境造成的负担小，更环保，无毒
副作用，无疑是化肥产品的大
趋势。”菏泽天山丰耘生态肥业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陈新良说。

本报菏泽2月23日讯 (记者
姚楠) “在新形势下，农资经销商
如何转型？”一进入农资会主会
场，印有“经销商转型研讨会”的
蓝色易拉宝就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利用会展平台，主办方办起了

“经营新理念培训班”，引起了与
会者的热捧，而研讨会上提出的

“经销商转型做合作社”的理念，
也让许多经销商觉得耳目一新。

“农资市场拓展空间越来越
小，销售利润越来越薄”；“农业
市场机会多，如何利用手中资源

转型合作社，赚取更多利润？”；
“农超如何对接？”宣传条幅上，
一个个现实而有针对性的话题
被抛出，“这些确实是我们做农
资经销面临的问题。”在研讨会
报名处，一位经销商坦言除了寻
找合作项目，他更希望能在会上
得到最新的经营理念，得到更专
业的指导。

研讨会的协办方之一，北京
中农信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
中心主管展望告诉记者，这是他
们第一次在菏泽举办此类研讨

会，“希望借助会展平台凝聚人
气，将新的经营理念带给各地经
销商，另一方面，开研讨会也能丰
富会展形式，拉长会展高峰期。”
下午15时，记者在研讨会现场看
到，有上百个座椅的会议室已座
无虚席，会场边上还有不少人站
着听讲。

研讨会上，农资经销商如何
转型成为热议的话题，激烈的市
场竞争下，许多经销商开始进入
合作社领域。对此，北京中农信达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

山认为，农资经销商通过成立农
合社能够树立自己的品牌，也可
以延伸农资销售产业链，与农户
成为利益共同体，有效解决赊销
问题。具有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的
经销商进入合作社，对农业发展
有助推作用。

“市场竞争总是个优胜劣汰
的过程，虽然现在农业合作社数
量不少，但许多运作并不规范，农
业合作社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挣
钱、找钱、借钱、省钱途径，比如通
过农资团购、农超对接、农业信息

化、多种资金注入等方式才能实
现利润最大化和经营的可持续
性，做出规模效应，形成实力强的
大合作社，逐渐淘汰小的、不规范
的合作社，这应是市场发展趋
势。”展望说。

对于研讨会上提出的新理
念，许多经销商表示听了以后耳
目一新。陈新良是湖北一家化肥
企业经理，经常和经销商打交道
的他表示，除了谈成了不少合作
意向外，还从研讨会上学到了许
多新理念，来菏泽此行不虚。

利润空间低了，农资会上的研讨会提出———

农资经销商可适时转型合作社

信息化管理模式

让种植更轻松
本报记者 李贺

“以后的农业管理模式真的
能这么轻松吗？”一位参展商看
着中国移动展位里的温室大棚
控制系统模型既惊讶又期待。

据介绍，基于移动网络传
输的温室大棚监控系统，通过
数据获取、远程监控、超限报
警、历史数据查看等功能，该
系统对大棚内温度、湿度、光
照、二氧化碳浓度等进行监
测，并自动调控到作物生长所
需的最佳状态。当出现异常时
将自动提醒短信种植人。

“这些都是以信息化助力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所
展示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也
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第七届中国
农资会火爆现场。

农超对接怎
样做？书中可能有
答案。许多“庄稼
人”来到农资会上，
接触新产品、学习
新理念，贴近农户
实际的书籍吸引了
许多人的注意，图
为一位男子认真地
翻看农业书籍。

本报记者 邓
兴宇 摄

山东的黄瓜什么味？
23日，巴西代表团成员参观佃户屯蔬菜大

棚，品尝绿色无公害黄瓜。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格展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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