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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间多云，东
北风2~3级
6℃~21℃

明天
多云间晴，东
南风2~3级
5℃~19℃

后天
多云间晴，偏
南风2~3级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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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10 月 22 日下午，在市科
教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几十
名安装工人正忙碌着为即将
到 来 的 第 十 八 届 中 国 （漯
河） 食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
食博会） 搭建室外展棚。这
预示着我市已正式进入了食
博会时间。

防疫为先 安全办会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
响，原定于 5月 16日~18日举
办的第十八届中国 （漯河） 食
品博览会延迟至 11 月 2 日~4
日。在当前经济逐步向好的形
势下，举办一届主题突出、务
实重效、惠及各方的食品博览
会意义尤为特殊。

与往届不同的是，为确保
本届食博会在确保疫情防控安
全的前提下取得丰硕成果，食
博会综合服务协调委员会确立
了“防疫为先、安全办展”的
原则，取消了国际展区和国际
化活动，以更加高效务实的展
览贸易为载体，立足国内大循
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进
一步提升品质、注重实效，全
力打造食品全产业链商品交
易、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和招
商引资的合作平台，助力食品
产业加快复苏，提振发展信
心。

记者从展会承办方了解

到，本届食博会共有展位2000
个共 5万平方米，其中室外展
位 1600个 3.4万平方米。应防
疫工作要求，扩大了展位之间
的通道间隔距离，并且增强了
展棚的通透性和通风效果。

商家云集 活动丰富

食博会综合服务协调委员
会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第十八届食博会将举办一系列
精彩的活动，主要有：开幕式
暨中国食品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巡馆、漯河市情说明暨项
目签约仪式、2020 中国 （漯
河） 食品机械产业技术发展大
会、供需企业联谊会暨新品云
发布、大型采购洽谈会暨百项
食品新技术首发式、“主播带
货 PK 秀”等，同时举办丰富
多彩的投资洽谈和商务考察活
动以及系列评选活动。

目前，本届食博会已邀
请到各类采购团近 140个，接
受专业采购商报名 13380 家；
邀请重要投资商近 200人，包
括一批国内外 500强企业高管
等重要客商。我市前期通过
对接洽谈筛选了部分成熟项
目，也将在食博会上集中签
约。

食博会综合服务协调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食品
产业发达，是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命名的全国首家“中国食品
名城”。自 2003年起，我市以

食为媒，已连续17年成功举办
食博会，为食品行业搭建了产
销对接、技术交流、经贸合作
的优质平台。目前，食博会已
成为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
强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博览
会，先后 5次被商务部列为重
点引导支持展会，充分展示了
河南粮食大省、食品工业大省
的良好形象。

据介绍，第十八届食博会
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商
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和包装机
械工业协会主办，市人民政府
承办，省商务厅、省工信厅、
省食品工业协会支持，北京京
展佳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执行
承办。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每年的金秋十月是我市
花生采摘、加工最忙碌的时
节。一辆辆拖拉机、农用三
轮车在大院里扎堆，一阵阵
欢声笑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0月 21日，舞阳县太尉
镇善德王村一个大型花生收
购站的大院内，不少花生种
植户正排队等着过秤。大院
南边，三台挑拣机上的花生
被分成不同等级，在工人的
操作下按照不同的用途被分
装成袋。

太尉镇寺后任村花生种
植户李书涛正在结算室里和
工人对账结算。“刨除土地租
赁费、人工管理、化肥和种
子等成本，一亩地能赚 1200
元左右。”李书涛今年种植了
5亩多花生，在太尉镇花生专
业种植合作社的指导下，选
用合作社统一配送的种子、
化肥，每亩花生平均产量达
到 425 公斤，以每公斤 6.8 元
的价格卖给了收购站。

一 个 巨 大 的 花 生 仓 库
旁，一辆大货车上两名工人
正在将传送到车顶端的袋装
花生取下并整齐地码放到车
上。“一车能装10吨花生，直
接拉到广东，卖给当地的花
生批发市场。”司机刘师傅告
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来这里运输花生了，每次都
装满一整车，按照合作社老
板联系好的买家，再送到商
贩的手里。

“10月初，本地种植的花
生开始大面积采收。经过前
段时间的收获、晾晒，这几
天都是一些散户来这里卖花
生。过几天，上百亩的种植
大 户 就 开 始 来 这 里 卖 花 生
了。”花生收购方负责人告诉
记者，如今还没有达到收获
高峰期，但他今年安装的三
条花生加工生产线已全部开
足马力，十几名工人分布在
精选、搬运等不同流水线上
同时作业，每天的花生加工
量达到了90吨。

借助土质条件好及日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
太 尉 镇 种 植 的 花 生 颗 粒 饱
满、色泽口感较好，逐渐成
了远近闻名的花生种植、加
工产业基地和流通集散地。
全镇一半以上的行政村加入
了花生专业种植合作社，花
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8万亩。

太尉镇善德王村支书王
之权告诉记者，花生种植这
几 年 已 成 为 该 村 的 支 柱 产
业，全村一半以上的家庭从
事花生种植、加工等相关产
业，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几
年前的 6000 多元提高到如今
的1万多元。

室外展棚开始搭建

我市进入食博会时间

小花生 富一方

收购站里种植户等着卖花生。

工人正在搭建食博会室外展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