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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每月

都有这样的聚会，特别好玩。”1 月 13 日，天元区嵩山

路街道尚格社区举办“新春集市嘉年华”活动，不少

居民热情参与。家住滨江花园的贺女士一边遛娃，

一边来到活动现场排队，参与写福字、领糖画等免费

活动。

活动现场，既有志愿者们自导自演的节目表演，

也有社区居委会和小区党支部组织的爱心义诊公益

活动，还有套圈游戏等娱乐活动。一些商家在此摆

年货摊，农副产品、特色食品吸引着市民。与往期活

动不同的是，这次还设置了团扇制作、灯笼制作、民

间剪纸、春联书法、民间糖画等传统文化体验区，现

场人气爆棚。

“ 社 区 现 在 做 实‘ 月 月 有 活 动 ’，通 过 邻 里

节 、新 春 集 市 嘉 年 华 这 样 的 联 欢 ，拉 近 了 邻 里 之

间 ，居 民 与 社 区 、小 区 党 支 部 、商 家 间 的 距 离 ，令

群 众 的 幸 福 可 感 可 及 ，也 为 推 进 现 代 化 的 基 层

治 理 打 下 了 好 基 础 。”尚 格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许 磊 告

诉记者。

活动现场，该社区的优秀志愿者还获得表彰。

65 岁的志愿者王伟新在该社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已

有 5年，此前，身患癌症的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是

志愿者不断登门开导她。后来，她也参加到志愿服

务队伍中，心情渐渐变得阳光、乐观。她说：“通过参

与志愿服务，我走出了悲观情绪，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我信念坚定，要一直做下去，也呼吁更多居民加

入志愿者队伍。”

囤年货、迎新年。近段时间，我市各县市区农

博会、年货节人气火爆，然而，有市民逛展时，发现

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被骗了几千元”“我怀

疑那几个人是托”“卖的都是些三无产品”……最近

几天，12345 热线收到不少关于农副产品展销会的

消费投诉。

参与团购
糊里糊涂买了7000元“保健药”

“不买东西就不让走！我钱不够，向儿子借了

3800 元才脱身。”提及前几日在神农城农副产品展销

会的经历，76岁的苏大爷心有余悸。

1 月 9 日下午，苏大爷在“株洲市·2023 消费帮扶

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逛展，他看见一保健药材摊位

前围满了顾客，于是也上前瞧了瞧。

摊主声称三人一起消费能享受团购价。“当时，

两个女子正在选购药材，见我过来，非要拉着我团

购。”苏大爷禁不住女子和摊主联合劝说，索性买了

一点田七。

在老板推荐下，苏大爷还购买了美国米参和西

洋参。“老板说，三种药材搭配使用保健效果更好。”

摊主将苏大爷选好的三种药材打成粉末分别装

袋，称量完毕，打好价格：美国米参 640克，5120元，田

七和西洋参合计 1880元，三种药粉合计 7000元整。

高昂的报价让老人傻了眼，苏大爷当即表示不

买了，可摊主拦住他，想走没那么容易。“摊主说，药

材已经打成粉，退不了。”苏大爷说。

“产品装袋时扁扁的，怎打成粉后就有了满满三

大袋？”苏大爷质疑摊主动了手脚，可对方坚称没有

加量。迫于无奈，老人通过微信、手机银行先后支付

了 1900 元和 1300 元，可钱还是不够。接下来，苏大

爷只好让儿子转账 3800元，这才得以离开。

回家后，苏大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意识到自己

可能遇到“托”，于是返回展销会现场，将情况反映给

展销会组委会。

工作人员退还了 500元现金，苏大爷不满意组委

会的处理结果，向 12345热线投诉。

部门介入
执法人员第二天查资质，摊主已撤场

1 月 10 日下午 5 点，记者先行赶到株洲市·2023

消费帮扶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现场，大部分药材摊

位人气旺盛，尤其老人居多。靠展销会南侧一家摊

位，摊点前明明有不少顾客，可摊主忽然收摊离开。

十分钟后，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泰山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和苏大爷一同来到展销会现场，经老人指

认，其购买药材的 33号摊位，正是刚刚收摊的摊位。

经展会组委会人员反复催促，33 号摊主姗姗

来 迟 ，一 见 面 ，摊 主 主 动 向 苏 大 爷 悉 数 退 还 剩 余

6500 元。

泰山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要求摊主出示进货凭

证，摊主表示“没带在身上”，还说“明天我把证照和

进货单等材料备齐，你们再来检查。”

1 月 11 日上午，记者与泰山市场监管所执法人

员再次来到该摊位，却发现该摊位已撤场。

“有 5 家店铺涉嫌不诚信经营，我们已责令相

关商家撤场，包括 33 号摊位。”展会负责人肖经理

解释道。

记者调查
逛展销会遭遇消费陷阱不是个例

苏 大 爷 在 农 副 产 品 展 销 会 上 的 遭 遇 并 非 个

例，多位市民表示，在逛农副产品展销会时，遇到

消费陷阱。

1 月 5 日，马阿姨在株洲市·2023 消费帮扶农副

土特产品年货上购买石斛与小米参，花费 4000 元。

“我在摊位前站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搭话，对药材

的药效称赞有加，希望和我拼单团购。”

起初，马阿姨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可回到家经

女儿提醒，才意识到这些药材根本不靠谱。商家既

没有告知药材的保质期，其宣传的药效也有些夸张，

质量根本没有保障。

1 月 8 日，蒋女士逛尚格广场农副产品展销会，

购买 100 克阴阳果花费了 225 元，回家上网查询，发

现网上价格每 500 克才 70-100 元，同类产品比展销

会上报价低了 10 多倍。“处处是陷阱，再也不敢逛展

了。”蒋女士直言。

通过 12345 热线平台检索发现，2023 年 1 月以

来，关于农博会、年货节等农副产品、食品展销会的

各类投诉为 170余条，主要集中在展销产品质量不过

关、货不对板、卫生条件差、价格虚高以及购买到假

冒伪劣商品等。

各方声音
农副产品展销会要怎样规范管理？

农历新年来临，各地举办农副产品、食品展销

会，管理漏洞多、投诉多也是现实，问题出在哪？

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去

年以来，各类农副产品、食品展销会几乎覆盖了全市

各个区县，这类展销会申报门槛不高，参展商资质以

及商品质量由展销会组委会自行把关，把关严格与

否全靠组委会人员自身职业操守。市场监管部门接

到了相关消费投诉，会及时介入处置。

市商务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理论上全市所

有 展 会 、展 销 会 都 要 到 商 务 部 门 报 备 ，可 实 际 操

作 中 ，农 副 产 品 、食 品 展 销 会 多 数 由 农 业 部 门 负

责或受理报批手续的地方政府负责，如果占用公

共场地办展，则由城管部门负责。一旦出现商品

质 量 问 题 ，需 要 进 行 食 品 药 品 检 测 ，负 责 审 批 和

管理的部门没有处置条件，而有条件的部门又不

方便管。

网络大 V“文一多”说，我市举办农副产品、食品

展销会场次虽多，但商品同质化严重，大部分展销会

上牛肉干、奶粉、保健药等常见商品居多，株洲本地

特色农产品却难觅踪迹。农副产品展销会是宣传本

地农产品品牌、助推特色农业发展的良好平台，要办

展就应该办出特色，办出高质量。

湖南法健律师事务所杨纲律师表示，监管部门

权责不明、展会管理不规范、准入门槛低、售后服务

难保障是造成农副产品展销会信任危机的主要原

因。展销会不同于传统销售模式，往往打着与地方

政府或农业部门联合办展的名义提升消费吸引力，

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不能只是在开幕式上露个面，

在宣传册上挂个名，应该切实担负起对组委会、参展

商的监管责任。

老人逛农副产品展销会 三包药粉竟花了7000元
晚报提醒：年底展销会增多，市民逛会要多留个心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易楚曈

株洲市·2023消费帮扶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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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年货节遍地开花
能否撬动年货大市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文/图

从去年10月的2023“乡农荟”湖南省农特产品巡展株洲专场到11月
泰山广场农博会，随后，芦淞区老体育馆、尚格广场年货节同时开业，神农
城广场消费帮扶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迎来第二场，荷塘区老汽配厂区尚未
营业已人尽皆知。这些，还只是今冬消费展会的冰山一角。

“消费展会似乎成了常态，各个角落都有不同规模的农博会、年货节。”
市民袁女士说，去展会再也提不起集中消费的热情。“反正明天还有，这里
关了别的地方也有。”

市民的消费疲态一定程度反映了今年的市场行情。“参展商、活动方都
没赚到钱。”一农博会组织方负责人肖劲光坦言。年关将近，如何撬动年货
大市场，考验着各主办方的智慧。

1 月 9 日 下 午 ，神 农 城 广 场 株 洲

2023 消费帮扶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里

100 余个摊位上，服装、干货、腊制品、

滋补品……琳琅满目。

40 元一公斤的腊肉，72 元一公斤

的墨鱼头，3 元一克的铁皮石斛，价格

并不算贵，逛展人却寥寥无几。

“40元一公斤可不可以？”一老太太

用手掂量着墨鱼头，试图砍价。“您差点

就砍对折了，我们没有报虚价的。”老板

边摇着头边整理货物，表示无言以对。

为了展现诚信拉拢生意，参展商在

展位里支起锅子，现炒的青椒墨鱼和各

色蘑菇，供来往消费者品尝。

在湘西腊肉摊位，参展商现场蒸好

腊肉，让消费者用味觉验货。

该年货节从 2023 年 12 月 28 日起

举办，原本到 1 月 7 日收摊，为招揽生

意，主办方决定延期一周。

同一天，尚格广场 2023-2024（株

洲）服装美食商品博览会现场，广播喇

叭正轮番播放清货促销的广告语。该

展会从 2023 年 12 月 30 日起，到今年 1

月 11日结束。

“你别问我，没赚钱没心情。”一家

湘西腊肉制品店老板娘坐在摊位前，面

无表情地说，这是她的第一站，也是最

后一站。她在湘西开了一家腊肉制品

作坊，有人专门上门收肉，为了多赚点

钱，今年第一次尝试参加展会，不曾想

遭遇消费冷冬。

年关将至，热热闹闹逛展会采购年

货，是展会主办方的布展逻辑。为何今

年就不行了？

“好像到处都在搞农博会。”袁女士

原本是农博会的忠实粉丝，今年也显出

了疲态。“展会一个接一个，反正天天都

有，就买点日常吃的。”她提起半斤瓜

子、两斤茶枯跟记者说道。

记者从天元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入冬以来，光天元区，就陆续接到过 5个

布展备案。泰山广场、神农城广场、尚格

广场、时代广场，稍大一点的地方都搞起

了农博会。在荷塘区、芦淞区、渌口区等

地，类似年货节、农博会也轮番上演。

“我们在荷塘区和渌口区时生意相

对好些。”尚格广场年货节上，一沙金店

老板说。

“逛农博会，一直以老人为主力军，

但往年年轻人也不少，今年年轻人几乎

没看到。”一位参展商说。天元区年轻

人比例相对偏多，是年货节逐渐“门前

冷落鞍马稀”的重要原因。这也印证了

沙金店老板的话。

参展商没赚到钱，组织方同样如

此，神农城广场消费帮扶农副土特产品

年货节组织方负责人肖劲光介绍，株洲

是他们今年的第四站，原本计划搞七八

场过年，行情不好，计划再去长沙搞一

场，就收场过年。

“农村电商的发展对我们冲击太大

了。”他坦言，对于以农产品为主的年货

节，一直以来深受城市居民喜爱。同样

在神农城广场，以前的年货节红红火

火。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各地特产不

仅得到充分展示，购买渠道也更加便利。

冬季的年货节、农博会，跟夏

天的夜市一样，都是一帮文化公司

带着一群地摊主、参展商到处跑，

遇到好的场子，赚一笔，遇到差的

场子，就当白忙活一场。

去年夏天，夜市的风跟如今的

农博会一样，吹得小巷子、小广场

遍地都是，最后火起来的，无非贺

家土、钟鼓岭等老牌商街，新晋网

红虹桥夜市也罢、尚格广场夜市也

罢，最后都惨淡经营。

今年的农博会，下半场又会如

何？

坚果商白阿姨来自河北，在铜

锣湾有个铺面，主要做坚果批发生

意。这几年，每到冬天，她就跟着

布展商在湖南各地跑场子。上个

月，白阿姨在湘乡赚得盆满钵满。

“同样的坚果，比株洲多卖 20 元一

公斤，一天可以抵这里三天。”白阿

姨表示，株洲场的失利，主要在于

宣传的缺失和位置不好。

然而，这场还没结束，白阿姨

又已收到来自醴陵、武冈、浏阳、衡

阳、江西萍乡等地的 8 张邀请函。

农博会的风，早已刮遍全国。

记者走访多个农博会和年货

市场发现，产品雷同，是最大的硬

伤。比如湘西腊肉、滋补产品，同

一个展会往往拥有多个同样产品

的展位，它们甚至连产品摆放位置

都几乎一样。特色不突出，布展粗

糙，很难让人有购买欲望。

看穿年货节当下的弊端，邹海

波决定来一套新打法。他在荷塘

区大汽配老厂区开辟 2 万多平方

米室内展区，并开辟 1 万余平方米

室外民俗文化区和美食街区，打出

株洲民俗文化年货节旗号。此外，

一反其他农博会以全国巡展的参

展商为主的套路，株洲民俗文化年

货节以本地农户和源头工厂为主

打，特色外地品牌为辅。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唐人神、

小伍子、戴永红等本地品牌外，恰

恰坚果、尚果盟水果、杏池酒等外

地品牌也有入驻。

“我们还开辟了本地散货区，朱

亭鲜果小镇馆、渌口区太湖村特色

农产品馆、良食村乡村振兴馆等已

签约入驻。”邹海波表示，老厂矿、本

地货、民俗年等元素加持，或许更能

激发老百姓前来采购的欲望。

除货品和场地上打感情牌外，

株洲民俗文化年货节在宣传上也充

分利用了本地厂家和参展商的宣传

优势。这一两周来，在太湖村视频

号、小伍子视频号等诸多本地新媒

体的宣传下，株洲民俗文化年货节

尚未开业就已吊足了市民的胃口。

然而，能否得到市民的认可而

出圈，尚待市场验证。

农博会、年货节风靡，相关投

诉也多了起来。天元区市场监管

局不完全统计，近期相关投诉就

有 10 余起，包括购买万元产品后

回家觉得被骗要退货的、购买食

疗药材时被强制消费的、投诉买

到假货的。

记者发现，投诉主要集中在红

旗参、石斛等名贵食疗药材。一位

出售该产品的参展商告诉记者，进

场时他们就与组织方签订了责任

状，7天无理由退货，就算是已磨碎

打粉，也照退不误。

记者了解到，按照要求，举办

农博会前，组织方都会前往当地市

场监管部门备案，并上交各摊位主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

复印件，要求所有摊位必须证照齐

全，亮证经营。开业后，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还将不定期巡查，检查其

进货凭证、广告宣传是否合规等。

记者在神农城广场消费帮扶

农副土特产品年货节现场看到，左

右两边各设有一个投诉服务台，摆

放了公平秤。

然而，亦不能避免不守法摊位

的出现。“原本展会都是晚上 9 点

收摊，那天我 7 点买了，立即回头

再去找，摊主就收摊走人了。”前段

时间，市民罗先生在泰山广场农博

会上购买了 1 万多元红旗参觉得

被骗，谁知转眼就找不到人。无奈

之下，罗先生报警。第二天，在警

察的协调下才成功退货。

天 元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提 醒 ，年 关 将 近 ，市 民 逛 展

会 一 定 要 按 需 消 费 、理 性 消 费 ，

留 好 相 关 凭 证 。 农 博 会 等 展 会

一 般 办 展 时 间 短 ，一 旦 发 生 纠

纷，应及时维权。

1 农博会举办热，现场消费却冷

2 打感情牌增加粘性，年货节能否出圈

3 消费提醒：理性消费，及时维权

▲干货展位上，消费者一

边品尝一边询价 ▲尚格广场年货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