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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  大促，低价不再是竞争的焦
点，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开始转向，更加注重体
验及服务，并积极为商家减负等。其中，作为
新电商平台，拼多多推出“百亿减免”及“新质
商家扶持计划”，引领电商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平台扶持新质供给已初现成效；更多新质
商家、新质品牌在今年的  .  大促期间迎来
了销量的大爆发。

加码扶持新质供给
其实，拼多多一直在加码扶持新质商家、

新质品牌等新质供给。所谓“新质供给”，是

指商家的供应链能力与平台数字能力进行深

度融合，涌现的一批具备产品、技术创新能力

的新质商家，这批商家依托供应链优势，可以

及时匹配电商人群需求、市场趋势的变化，并

推动产业升级，给产业带注入新的动力。

早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拼多多

就已投入10亿补贴资金、20亿流量资源包扶

持新质农货商家，专项团队先后深入开封红

薯、温县山药、会理石榴、乳山生蚝、周至猕猴

桃、大理雪莲果、新疆水产等农产区，助力各

农产区丰产增收。

随后，拼多多宣布将投入百亿资源包，大

力扶持具有产品、技术创新能力的新质商家、

新质产业带，并大幅度减免优质商家的交易

手续费，未来一年预计减免100亿元。拼多

多“百亿减免”计划已先后推出一揽子减免举

措，包括多项服务费减免权益、免除商家偏远

地区物流中转费、下调商家店铺保证金及提

现门槛等。

近期，拼多多再次加码，宣布全面启动“新

质商家百亿扶持计划”，将在未来一年投入100

亿资源包，成立专项团队深入100个农产区、产

业带，优选具备产品、技术创新能力的新质商

家，借助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对新质商家进行产

品、营销、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链路扶持，并通过

新质商家的带动效应，推动农产区、产业带实现

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软枣猕猴桃的逆袭
随着今年的11.11大促进行得如火如荼，

拼多多继续加码对新质农货商家的扶持力

度。在辽宁丹东，虎山镇豺狼沟的村民胡秉

龙通过20年的种植和摸索，将山里的一株野

生“奇异莓”成功移植培育，并带领村民实现

规模化种植，但一直苦于没有更好的销路。

2018年，胡秉龙的外甥孙许远将软枣猕

猴桃搬到了拼多多上，从日销数单到几百单，

再到5000多单，逐渐打开了销路。

今年11.11大促期间，拼多多将豺狼沟软

枣猕猴桃上线秒杀频道，在平台的集中曝光

下，每日销量达到2万多斤。

平台扶持下，许远更有动力和信心投入

产品的质量把控上，他将果子根据品相、规格

分好级别，以满足不同消费客群的需求，针对

有送礼需求的消费者，许远定制了“豺狼沟软枣

猕猴桃”礼盒。随着软枣猕猴桃的畅销，如今，

豺狼沟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了软枣猕猴桃，相

较传统种植的板栗，软枣猕猴桃带来的经济效

益更高，不少村民家中甚至盖上了新楼。

此外，拼多多新质商家扶持专项还先后

走进亳州花草茶、东海穿戴甲、平度假睫毛、

沧州化妆刷、六安婚纱、汕头服装等产业带，

助力产业带商家直连国内外市场，也引发行

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馈。

新质商家成为主角
电商发展至今，具备供应链优势的商家、

品牌不断脱颖而出，拼多多通过“减免+扶持”

的举措，让商家降低了经营成本，更有空间进

行产品及技术创新，推出更具质价比的产

品。同时，拼多多通过数字化能力，助力商家

精准匹配细分需求。这也是今年11.11大促显

示出来的产业趋势，新质商家将成为大促及电

商未来的主角，并助推产业带高质量发展。

10月8日，拼多多百亿补贴率先开启今

年的11.11大促，并上线“超级加倍补”活动，重

点扶持一批具有产品、技术等创新能力的新质

品牌，公牛插座成为首批报名的品牌之一。

为了筹备拼多多11.11大促，公牛团队早

在8月份就与平台展开了合作，研发了5款专

供平台的新质产品。据公牛团队介绍，专供

产品针对拼多多用户的洞察，在外观及线长

上进行了调整，造型更简约，性价比更高，成

本降低了5%至10%。

在“超级加倍补”活动开启后，公牛插座

第一时间报了名，5款产品上线后很快售罄，也

助力公牛爆得大促的开门红。公牛旗下拼多多

店铺负责人表示，“大促之前，我们的预期是实

现两三倍的增长，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的销量

环比9月份增长了12倍，补货都来不及。”

与公牛相比，小熊电器旗下两款专供产

品——养生壶及电热水壶，报名了“超级加倍

补”活动，销量表现同样不俗，叠加百亿补贴

的双重优惠后，产品销量环比分别增长了7

倍、9倍，小熊电器相关负责人保守估计，小熊

电器将在拼多多本届11.11大促实现30%的

增长。 （文/李文乾）

▲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分拣软枣猕猴桃。 吴文韬 摄

▲前不久，拼多多“百亿减免”先后落地一揽子政
策，力促商家提质增效

拼多多加码扶持 引领电商进入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孙云）从五角场合生汇到

周家嘴路上的互联宝地园区，行车距离4.5公

里，非高峰时段驾车时间约15分钟。最近，这

一物流运输方式正被改写——全市首条跨越

高架无人机航线在杨浦正式开通，从合生汇到

互联宝地，“大厂”白领们的午餐外卖从空中一

单单“空降”，高峰时段，挂着外卖的无人机还

要在空中排队等候降落。开航第一天，就有

159名白领“尝鲜”。

伴随着低空物流配送的发展，杨浦支持

低空经济发展的区级政策近日也在全市率先

发布。当前，低空经济作为未来空间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形成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经济的重要抓手和增长

引擎。以美团等为代表的杨浦数字经济领军

企业正积极拓展无人机即时配送新业态，探

索消费新场景。杨浦还围绕低空经济研发、

制造和应用，汇聚行业内外多方高端智力资

源，推动创新孵化和产学研合作，成立长阳创

谷低空经济孵化器。力争到2027年，实现低

空经济产业创新策源力、集群显示度大幅提

升，努力打造产业链条完整、示范场景多元、

创新生态活跃的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高地。

低空经济在杨浦率先起飞，得益于杨浦

有着创新的优势和发展的沃土。10月23日，

2023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

共授奖214项（人），其中，杨浦区企事业单位

和区域内高校累计获86项，获奖总量全市第

一；第一完成人奖项数58项，占总奖项的

27%，居全市第一。当前，杨浦正紧扣强化创

新策源这个核心任务，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个战略重点，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

机制，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上海科创中心

重要承载区和“科创中国”试点城区。今年以

来，丘成桐院士领衔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

研究院在杨浦成立，杨浦区政府、复旦大学和

上海城投集团又共同发起成立未来谷—湾谷

创新中心，围绕杨浦“1+2+3+4”创新型现代化

产业体系，主要承接推动重大科技专项落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产业项目集聚

发展等三大功能，创新策源成效初显。

昨天，杨浦区科技金融俱乐部第三季活

动“医疗创新沙龙”在五角场举办。此前几季

活动也颇有亮点，例如杨浦区在全市首发数

据资产增信因素模型，区科经委牵头农行五

角场支行、上海数据交易所开展一次数据资

产赋能的尝试，推动全市首个金融征信领域

数据资产的质押融资落地，仅用14天完成贷

款调查、数据资产确权、评估、登记、认证、质

押到贷款审批发放的全流程，给予区内一家

企业400万元的贷款融资。

当前，杨浦的创新动能不断积蓄，创新生

态蓬勃生长。美团、哔哩哔哩、抖音等一批头

部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等快速增长。“长阳秀带”成为沪首批在线新

经济生态园，大创智数字创新实践区成为沪首

批数字化转型市级示范区，环同济成为沪首批

科技服务业发展示范区（试点）……创新发展

再出发，杨浦的创新策源力澎湃不竭。

沪首条跨越高架无人机航线开通
杨浦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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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传播形式 丰富教育载体
上海文明单位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上

海市文明单位正深入开展“学思想 见行动”主

题活动，为扎实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部分文

明单位创新传播形式，丰富教育载体，增强红色

资源感染力，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行走课堂”广受欢迎
徐汇区司法局（上海市文明单位）将法治

教育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精心挖掘衡复风

貌区的红色法治资源，推出“寻味红色足迹

遇见法治之美”特色研学路线，涵盖15处法治

点位、5大场馆及众多法治文化密码。通过小

班化教学，打造行走的法治课堂，让群众沉浸

式感受红色法治文化。司法局联合法律大V

推广红色法治文化Citywalk，并线下打卡吸引

市民参与，宣传视频播放超120万人次。此

外，还邀专家采用“采访式”“互动式”宣讲。

“行走中的法治课”已成为徐汇区法治文化新

名片，为群众提供法治文化体验和学习机会，

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注入法治力量。

“移动列车”沉浸教学
“看着老照片与‘上海’‘南湖1921’字样，

结合生动讲解，代入感强。”乘客们称赞道。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公司（上海市文明单位）与

中国铁路上海局联合推出的全国首列常态化

运行红色旅游列车“南湖·1921”，以“重走一大

路”为主题，通过复旧改造并布置红色氛围，重

现革命历史，成为移动红色教育课堂。列车提

供沉浸式教育，搭载在线课堂邀请名师授课，

打造红色文化阵地。同时，深化文旅融合，定

制研学服务，推广长三角铁路文创产品。自8

月延伸至杭州站，已发送旅客近30万人次，组

织300余个红色团队，成为传播红色文化品牌

列车，有力推动地方文化旅游发展。

“红色地图”丰富多彩
崇明区竖新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上海

市文明单位）通过深挖红色资源、深悟红色精

神、创新传承载体，积极推动红色文化发展。

服务中心联合多方力量编制《竖新文史集》，

系统梳理和保护开发6处红色遗存，打造“红

色地图”，并建成多处展览馆，丰富红色空

间。同时，中心开办“党员微课堂”，创新宣讲

模式，推动红色文化宣讲进基层，年均宣讲

100余场。此外，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辟线

上“红色旅游”专线，创作展演红色主题文艺

作品，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这些举措不仅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注入了强劲动力，成功打造“红色文

化之乡”，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本报记者 赵菊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