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武宁路某小区的老丁是一位“家庭煮

夫”，68岁的他说：“去年我还经常跑附近的菜
场甚至更远的大超市，今年我买各种食材，基

本都是在手机上搞定的，现在生鲜电商平台
多，太方便了！”老丁的“转变”，背后其实是生

鲜电商的“疫”外崛起、一路创新，尽可能满足
用户随时随地的需求。而拓展生鲜电商零售业

态，正是上海发展在线新经济 12个重点领域

中的一个，上海各生鲜电商平台也正在各显神
通，加速发展。

农副产品即时配送
老丁俨然已成为一名“生鲜电商通”：“同

一样东西，你可以各平台比价；急着要用的食

材，可以在盒马、叮咚买菜、京东到家、每日优
鲜等即时配送平台上找，不急又想吃点当地特

色的，可以上拼多多等平台买。”
5月 30日，享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

山东省寿光市在拼多多上开出“寿光蔬菜馆”，

市面上 200种常见的蔬菜种类基本全有。当
天，寿光市副市长刘伟走进拼多多直播间，此

前，刘伟长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蔬菜栽培
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也使得他

的直播带货更加专业。
从田间地头一直聊到餐桌菜肴，刘伟还介

绍了一些网红蔬菜品种，比如迷彩小番茄、普
罗旺斯大番茄、贝贝南瓜、水果黄瓜，引来了直

播间 22万消费者的好奇与追问。“我们寿光的
蔬菜以根茎类为主，很适合电商平台购买和物

流运输。蔬菜包装是加厚加硬纸箱配网套，消
费者们尽管放心，会把蔬菜妥妥地送到你家。”

刘伟说，物流快的城市，昨天还躺在寿光土地
里的新鲜南瓜，可能今天就能到各位消费者的

晚餐桌上。
拼多多以农产品起家，“田间地头—消费

者”的超短链模式和“市县长直播带货”的创新
方式，更成为平台的“杀手锏”。截至 5 月 14

日，拼多多相关助农专区和活动共计成交 1.4

亿单，卖出农副产品总计超过 8.5亿斤。目前，

拼多多市县长助农直播已超 100场，覆盖全国
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 180位市县

区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带货，推动近
100个特色农产区产品加速对接消费者，直接

帮扶农户超过 35万户。

创新和实干，也令拼多多这家上海本土互
联网企业发展迅猛，目前平台年活跃买家数已

经达到 6.28亿，年成交额破万亿元，2019年全
年农产品成交额达到 1364亿元，已成为中国

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

供应链做到极致
近日，上海市首家盒马村建成———位于崇

明区绿华镇华西村的阿里巴巴翠冠梨数字农

业基地，众多高科技设施均已上阵，多个数字
化系统也进入调试阶段。在盒马总裁侯毅看

来，建设盒马村是新零售 1.0进化到 2.0的表
现之一，就是把供应链做到极致，从而极大降

低运营成本。
翠冠梨皮薄核小，汁多味甜，多年来一直

是上海人酷夏时节的消暑佳品。最近，翠冠梨

想改名，改叫“催冠离”———让新型冠状病毒赶
紧离开。最先提出这一想法的，正是翠冠梨数

字农业基地的负责人李峰，他从十几年前开始
种梨，今年他亲眼目睹经历了疫情的梨园有了

大变化，多了很多高科技设施：无人机、无人值
守果园机器人、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数据传

感器⋯⋯高科技设备达几十种，每走几步路就
能看到。在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和阿里云的帮助

下，果园还建立了溯源系统、农事管理系统、物
联网云平台。

据李峰评估，七八月份梨子成熟，亩产将
超过 1.5万元。更重要的是，李峰和这里的农

民再也不用担心销路，标准化种植的梨子，将
直供各大盒马线下门店和线上旗舰店。除了农

民可以率先享受到订单农业带来的好处，更大
的意义在于，以这个盒马村为圆心，数字农业

的新模式将辐射上海农村，改变农民的生产、
生活方式。未来的中国，将从农业大国变成数

字农业大国，而上海，跑在了前面。
从源头抓起，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

造，是盒马等生鲜电商时下正在做的事情。6

月伊始，盒马在上海、南京、宁波、武汉、青岛、

深圳等 6个城市新开 6家门店。盒马总裁侯毅
曾表示：“盒马进入了很多新城市，我们发现不

同区域的需求和特点非常不一样，比如同样爱

吃辣，成都喜欢麻辣，武汉喜欢咸辣。经过一年
的探索，我们基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法。”位于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盒马鲜生门店，

可以为消费者量身定制符合当地当区特性商
品和特质服务。

直播下单1小时达
6月5日，上海又一家在线新经济公司———

达达集团通过远程方式敲钟登陆纳斯达克，成

为“中国即时零售第一股”。公开资料显示，达
达集团旗下拥有两大平台———京东到家和达

达快送。目前京东到家已覆盖超过700个县区
市，近10万门店入驻，具备很高的商家和门店

覆盖度，同时连接消费者、零售商和品牌商，为

各商家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达达
快送则基于庞大的运力网络、智慧物流和大数

据平台的技术优势，可以充分满足各种类型商
家和商品的配送需求，保障1小时送达。

达达集团在在线新经济方面的创新，近期
已进化到“直播购物1小时达”的全新模式，实

现了在线观看、在线下单、1小时收货的完整即
时购物体验闭环。在携手联合利华、东方购物

一起打造的一场直播中，观看人次超过35.8万，
全国八成用户完成直播期间从下单到收货的

完整体验。最受欢迎的和路雪冰淇淋，热销超
过33000支。达达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蒯

佳祺表示：“达达集团经过6年的发展，充分发
挥‘零售+物流’的合力优势，首创‘直播购物1

小时达’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实惠和便捷的
同时，也能不断推动零售商和品牌商获得更多

销售增长，充分释放‘在线新经济’潜力。”
目前，达达集团正在通过技术和营销赋

能，将这一新模式从上海复制推广到全国，让
平台所有入驻商家、门店及合作品牌，都能快

速开启“直播购物1小时达”，形成规模优势，推
动直播行业迈入“1小时达”时代，全力拉动消

费复苏和经济增长。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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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商业展展区图今公布 六大展区面积36万m2

进博会再现“一位难求”
    本报讯 （记者 张钰芸）记者今天从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第三届进博会企业
商业展展区图正式对外公布，这标志着筹备

工作重心开始由招展向办展转变。
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规划面积 36

万平方米，共设服务贸易、汽车、技术装备、消
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品六

大展区。根据今天公布的展区图，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分布在 1.1、2.1和 2.2号馆，汽车展区
在 1.2号馆，技术装备展区在 3号馆、4.1号馆

以及北厅，消费品展区在 5.1、6.1和 6.2号馆，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在 7.1、7.2及 8.1号

馆，服务贸易展区则在 8.2号馆。

在六大展区的基础上，第三届进博会还

细分打造了四个专区，分别为公共卫生专区、
智慧出行专区、节能环保专区和体育专区。医

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设立的公共卫生专
区，主要展示公共卫生防疫领域的最新成果，

截至目前已涵盖 80%的公共卫生防疫领域龙
头企业；汽车展区打造智慧出行专区，规划面

积 3000平方米，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完
成规划面积的八成；技术装备展区设置的节能

环保专区和消费品展区的体育用品及赛事专
区均得到了行业龙头企业的广泛响应。

据进口博览局介绍，尽管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但进博会筹备工作并未因此减慢

脚步，企业商业展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
健等展区签约面积早已超过规划面积，展位

“一位难求”的现象再次出现。第三届企业商
业展招展工作早在第二届开幕前就已启动，

疫情发生后招展工作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进行，云路演、云签约等模式层出不穷。今年

还首次实施“边招展，边对接”，便于供需双方
提前做好备展、洽谈的准备。

此外，进口博览局今天还公布了新一批

参展商名单，从 3月至今，进口博览局已陆续
公布了四批参展企业名单，大部分是世界 500

强、行业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

在线新经济聚聚聚焦焦焦

    群租既会带来扰民问

题，也存在消防、承重墙等
方面的安全隐患，但执法

部门要发现群租却并不容
易，整治之后还可能“回

潮”，因此成为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难点之一。 治理群

租，有没有“新招”？ 目前，

上海正在探索通过水、电、

煤、网、户型、实有人口等

数据建立模型，精准发现
疑似群租案例。

除了传统的上门排
摸、线索排查、居民投诉等

方式，智能监管手段也将
被进一步运用到群租的发

现与治理上。 据报道，浦
东新区张江镇群租监管信

息化平台对租赁房屋公共
区域的视频管控和智能报

警，运用大数据分析，制定

算法，对数据异常的房屋
自动报警推送至城管执

法人员， 提示群租嫌疑。

本市执法部门将强化智能监管，依托

一网统管、智能场景、智慧平台建设，

推动群租治理体系等创新。 有的群租

房从外观上看不出异常，但从水电煤
网等数据上却可能发现端倪，还有同

一地址外卖订单等数据作为辅助判
断，多项信息结合，就有望提高群租

的发现率。

智能监管手段的引入， 将使群租
乱象更难以藏身， 同时也能把有限的

资源用到刀刃上， 进一步提高执法效
率。 而要做到“精准”，一个大前提就

是数据的汇聚和共享。 上海“一网统
管”系统整合接入了包括公共安全、

绿化市容、住建交通、应急民防、气

象卫健等数十个单位系统， 共享数
据量超过 25亿条。 数据“孤岛”一旦

打通，各项数据就不再“孤立”，而是
能在优化的流程中为城市治理提供

更大的助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智能治理的效果就已经有所显现。

在群租上加强智能监管， 是大数据
应用服务城市治理的又一个实践。

当然，数据共享的同时，也要做好个
人信息保护，让市民放心。

群租治理强化智能监管， 成效如
何，值得期待。 目前，上海加大了对群

租的整治力度，今年 3-5月就针对性
排摸出租房 20538 套， 整治群租房

12323套， 对拒不整改的 231处违规
群租点位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治理群

租这个 “顽疾”， 既要有善于发现的

“眼睛”，也要有严格执法的力度。 市
民群众享有安全、 宜居的居住环境，

治理便是有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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