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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业展会“五重境界” 

周振兴 江安平/江苏省农业宣传教育与文化体育中心 

农业展会在培育农产品品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产销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省首家农业专业展馆一一江

苏国际农业展览中心，三年内举办了 40余场农业展会，场均吸引市民和采购商 1.5万人次以上，成功打造了全省农业会展行业

领军平台。作为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农业会展工作亟需在新的起点上创新经营观念，加速转型发展。 

第一重境界:产品展销级（展会 1.0 版） 

以展带销，惠民消费的农产品“大卖场” 

重在产品销售，意在抬升展会人气。展会以推动农产品销售为导向，以赠品发放、特惠特卖、文艺表演等活动丰富展会内

容、提升展会人气，对办展队伍的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办展流程容易复制模仿，是商业性农产品展销会的常见形式。此类展会

的主办方容易被现场销售的红火场景、企业卖货的高涨热情及其形成的赞美性舆论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展会转型发展。 

契合市民需求，重在服务消费者。展会一般不区分采购商等专业观众与普通市民消费者在采购动机和展会服务方面的差异

性需求，基本围绕市民现场购买行为来设计展会服务项目、选择产品及相关企业参展。虽然参展人数较多，但展会的商贸洽谈

功能不明显，少有采购商主动参与。 

突出展讯广告，重在推介展会本身。展会的宣传方案在内容上侧重于展会主题、产品种类、活动内容、交易成果等综合性

信息，着力塑造展会整体形象，对参展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工艺特色、当地品牌与农耕文化缺少深度挖掘。宣传上大多采用硬

广告直接宣传，主要目的是动员市民到展会现场选购。 

第二重境界:专业推广级（展会 2.0 版） 

展会搭台，产销对接与商贸合作的“助推器” 

突出专业观众，重在个性化服务。展会以采购商、投资商等专业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展促销，强化产销衔接，以订单、

专业观众参展作为展会评价标准，体现展与销的结合，不单纯重视展会现场人气。组织方及承办方要立足“专业会展”有选择

地邀请参展产品及农业企业，有针对性地邀请采购商、投资商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突出对接成效，重在资源整合。主办方通过展会搭建现代农业发展的推介平台，重点介绍农业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以及

地方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以推动订单采购、经贸合作。通过年度持续定点展销、系统策划宣传，增加专业会展知名度，主办方

建立生产厂家与产品目录信息库、采购商目录信息库等数据库，全面掌握各地农产品产销经营主体信息，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产品发布会、项目投资推介会等。 

突出宣传创新，重在营销品牌。展会对办展主体的行业资源和专业化水平要求较高，需对行业协会、专业媒体和重点采购

单位、投资合作企业有广泛的了解和一定的人脉资源，能够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邀约，并通过新媒体加强宣传创新，策划事件营

销，多管齐下营销农产品专业展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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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境界：品牌营销级（展会 3.0 版） 

以展促宣，农业品牌营销的“星工厂” 

突出品牌形象，重在品牌提升。展会将办展的首要目标从营销产品提升为培育品牌，通过品牌策划创新，将展会活动聚焦

于产品体验和品牌文化传播，既有“高颜值”的创意元素融入，又有“高品位”的品牌文化内涵，改变生硬直白的思维定势，

通过委婉含蓄、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策划手法，突出农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 

突出软文营销，重在宣传策划。展会注重农业品牌营销策划手法的综合应用，突出新农人故事、企业故事和品牌故事等软

文的应用，以新奇、有趣、情节化、系列化的手法，吸引消费者关注品牌形象。 

突出产业链推介，重在融媒体应用。农业品牌宣传的重点要从宣传单一的产品、企业，逐步转向产业链整体推介。江苏国

际农业展览中心与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创办的“农展新视野”栏目将传统的电视媒体与微信平台融合，每期展会都在展前

深入当地农业企业拍摄，开展系列专题报道，向市民展示从农业生产环境、绿色投入品到加工流通工艺的产业链全过程，提升

对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农业企业品牌宣传的作用。 

第四重境界:永不落幕级（展会 4.0 版） 

互联网为媒，打造永不落幕的品牌农展会 

突出互联网应用，重在线上线下融合。探索推动农业展会与互联网融合，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多专业、多地区、多种类

同台展销的农产品网络展厅。平台可在线展示各地农业企业产品与信息，同时可直接连线生产基地或生产车间查看实时视频，

借助 VR（虚拟实景技术）展示企业全景与内部生产设施，查看产品细节，增强客户体验。 

突出在线洽谈，重在用户转化。网上展厅可以探索建立虚拟洽谈室，建立客户与商家远程视频洽谈窗口，通过线上展示线

下经销企业的渠道合作，同广而分散的休闲观光农业景点的农产品销售网点合作，把传统的农业展会从一个线下展厅，办成全

天候、广覆盖的网络平台。 

突出在线交易，重在公益性商贸服务。网上展厅通过建立专业互联网农产品电商平台，广泛吸引国内外农业企业入驻，探

索以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的 B2B、C2B交易、洽谈功能。 

第五重境界:特色田园级（展会 5.0 版） 

以展为媒，展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视窗” 

突出展会主题引领，重在宣传乡村振兴。此类展会属于农业展会的顶级层次，主办方需从宣传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加强系

统策划，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统领整个展会的策划工作，以产业兴旺为切入点，展现乡村振兴宏大主题下的全景画卷，使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得益彰，提升全社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突出城乡融合发展，重在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此类展会重在搭建城乡资源融合的平台，综合推进经销商与生产企业的产销

对接，城市产业资本与涉农企业园区的资本对接，科技单位与农业经营主体的人才对接，城市市民与生态田园和文明乡风的文

化对接，以展会为平台，加快展会主办市县与展会所在城市的要素交流和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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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田园休闲体验，重在营造“游中购、购中娱”。创新展会设计元素，彻底摆脱传统“标摊式”农贸市场型展会，着眼于

通过展会文化活动和展览艺术设计，融合现代农业元素，推动展会以“游中购、购中娱”安排活动形式，以美丽田园乡村画卷

引导城市居民体验农耕文化，为传统农业展会赋予产业之“形”、文化之“魂”、文明之“风”，纵无奢华，却富有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