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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启动“超级农货节”：
24天投入15亿资源，助力近2000农产区加速数字化

采石榴、摘葡萄、下秋梨；吃蟹、饮茶、
打枣。8月21日，争秋夺夏之尾，拼多多
适时推出“在线时长”达24天的“超级农
货节”，横跨处暑、白露两个“春华秋实”的
重要节气，覆盖全国20万款农产品、超10

万家涉农店铺。
即日起，自北向南，从辽宁盘锦大米、山

东青岛大虾，到江西万年贡米、广西螺蛳粉、
云南勐海普洱茶、宾川软籽石榴；自西向东，
从四川西昌阳光玫瑰、陕西大荔冬枣、周至
猕猴桃，到长三角大闸蟹、福建平和蜜柚
……诸多优质的原产地农产品都将陆续在
拼多多上迎来属于它们的销售主场。

自2019年8月起，拼多多已连续四
年举办农货节，辐射产区从2019年的
500个、2021年的逾1100个扩展至如今
的近2000个。今年，“超级农货节”将一
如既往坚持对农产品“零佣金”，撬动百亿
补贴、万人团、直播等频道及搜索的扶持

资源，依托定位于农产品产地直播的“百
产计划”以及联合湖北、云南等省近十个
县（市）开展的助农直播，拉动优势农产区
的销售，提升品牌农货、地标农产品的声
誉和影响力。

以“超级农货节”为起点，下半年，在
柑橘、苹果、芒果等“超级单品”的基础上，
该平台还将围绕石榴、葡萄、猕猴桃、大闸
蟹等品类，打造一批销量过亿件、增速较
快的品牌“超级农货”。

“好农货不仅要产出来，更要卖出
去。我们以农起家，以‘农地云拼’的模式
推动优质农产品的大规模‘产消对接’，一
直以来都是平台的工作重点，每年一度的
农货节更是有效的抓手之一。”拼多多农
货节负责人表示，今年将为农货节累计投
入15亿资源，扶持“南果北粮”直连8.8

亿平台用户，助农户、消费者和商家共享
秋收的喜悦。

▲

从树尖到舌尖，“西昌葡萄”将登陆拼多多第四届农货节，以实惠的价格让千

家万户一品阳光玫瑰的美味（卫疆 摄）

▲拼多多已连续四年举办农货节，辐射产区从最初的500个扩

展至如今的近2000个。今年将坚持对农产品“零佣金”，以百亿补

贴、秒杀万人团等资源扶持。

处暑见红枣，秋分打净了。8月

下旬的陕西大荔，冬枣就像作家路遥

描写的那样，是“在黄叶绿叶间像玛

瑙似的闪耀着红艳艳的光亮”。

“我和枣子都准备好了！”今年农

货节，27岁的杨栋再度把他从小吃到

大的大荔冬枣送进了主会场，带着他

父母以及周边枣农对新产季的无限

期待。上个产季，他在拼多多上销出

了近100万斤冬枣。

小杨的冬枣两度入选农货节，不

仅因为那是皮薄核小的地标产品。

飞机机械专业毕业的他，把学到的本

领全用到了枣子上，分拣这些“小金

蛋”就和检查飞机一样严苛。“如此，

我们的枣子才能‘起飞’，飞往全国各

地。”杨栋说。

在巴蜀之地，川渝山货也正等待

农货节的加持。“今年，我们做足了准

备。‘西昌葡萄’这个地标涉及的西昌

市下辖24个乡镇，我们全部都有采货

或定园。只要订单一来，我们就立刻

安排采摘、发货，保证把这鲜甜从树

尖送到舌尖。”作为农产品经纪人，郑

磊在拼多多上销售近些年闻名遐迩

的葡萄明星——阳光玫瑰。

这是一种原产自日本的青提，过

去因国内市场鲜有销售，价格昂贵。

而当它被引种至“老天爷赏葡萄吃”

的西昌，栽种在光热资源充足、温差

小、虫害少的山区，便生长得格外叫

人欢喜。近些年，借助“拼购+产地直

发”的上行通道以及百亿补贴的资源

扶持，这颗西昌葡萄“甜”出大山，成

为寻常家庭喜爱的国民水果。

与“中国枣乡”大荔、“中国晚熟

葡萄之乡”西昌等知名产区不同，云

南宾川是今年首次参与农货节的产

区“新贵”。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

宾川出产的阳光玫瑰，香甜可口；培

育的软籽石榴个大、质优、味美。在

四川会理石榴成功“拼”出圈之后，

宾川会成为下一个会理吗？为助力

宾川石榴“卖全国”，农货节期间，拼

多多将落地助农直播、资源倾斜等

一系列举措。

据拼多多“农货节”负责人介绍，

“超级农货节”是下半年农产品线上

销售旺季的开端，以此为起点，平台

将针对石榴、葡萄、猕猴桃、大闸蟹等

品类，围绕特色鲜明、质量稳定、信誉

良好的地标产区，打造一批应季销量

过亿件、增长较快的“超级单品”。由

于“拼”的模式能从时空两个维度汇

聚和激发需求，容易出现爆款农货，

截至2021年年底，拼多多平台单品

订单量10万+的农产品爆款超过了

6000款，单品销量超100万单的农产

品达到50余款，一批“小产区”水果成

为国民水果。

在打造“超级农货”的道路上，农

货直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欢迎各位茶友来到直播间，今

天是‘景迈大树茶’专场。”8月19日，

直播镜头中的李玉萍一边向网友介

绍勐海普洱茶，一边端着热气腾腾的

茶杯向大家展示。尽管眼下正值传

统茶业的销售淡季，但李玉萍的直播

仓库却一片火热。作为今年首次参

加“超级农货节”的直播商家，他们团

队提前准备了多个品类的优质产品。

云南勐海是闻名世界的产茶重

镇，正宗的勐海普洱，价格远高于一

般的农产品。“如何让消费者相信

我？”这曾是李玉萍在线上销售普洱

的难点，而直播让她一点一滴收获了

用户的信任。

“起初，在镜头前精准推介产品

对我而言并不容易。我就从如何注

水、如何泡茶开始讲解。”李玉萍认

为，专业的讲解会吸引新客，而优质

的产品会吸引复购。“以前我们只管

做茶，销售全靠各地经销商，鲜少得

到消费者的直观反馈。但通过直播，

我们能快速看到市场反应并迅速对

产品做出调整。”目前，李玉萍经营的

店铺回购率极高，用户在直播间的平

均停留时长达到1小时以上。

据了解，“超级农货节”期间，拼

多多将向农产品直播倾斜包括直播

培训、流量等在内的扶持资源，鼓励

更多新农人走进直播间，展示、推介

产品、产业及产区，让品质农货被更

多人看见及信任。其中，定向扶持农

产品的产地直播项目“百产计划”将

每日一播，助力农户及时出货，兑现

丰收的喜悦。

“目前，侧重知识普及的科普

播、人设型主播的个性播是最受平

台用户欢迎的两种直播方式。”拼

多多“农货节”负责人表示，今年上

半年，通过直播频道销售的农产品

金额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农货节

期间正值秋收，直播这一新模式应

用于丰收的田间地头，或将‘生产’

出更多爆款农货。”

此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发布《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市

场暨重点单品分析报告》指出，“超级

单品”通过集约化、规模化供应显著

降低农产品上行成本，而新电商平台

的新技术、新模式应用，推动优势特

色农产品网络零售的加速发展，是催

生“超级单品”的新引擎。

农货直播：
破解消费信任难题

打造一批“超级农货”

农货节，拼多多迄今已举办四

届。在国内多家头部电商平台积极

推动的几大购物节中，农货节是唯一

以农产品为特色的电商大节，鲜明体

现了拼多多出身于农，重仓农业的特

点。据悉，今年的“超级农货节”，是

持续天数最久，产区规模、补贴力度

最大的一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夏粮产量连创新高，今年上半年

达到2948亿斤，实现增产丰收。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三农”的压

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为助力农产品

丰产又丰收，早在2019年8月，拼多多

就筹划打造一场真正属于广大农户和

数亿农产品消费者的电商节日。

起初，依托“农地云拼”的模式，

拼多多发力农产品销售的“最初一公

里”，打通了原产地直发的通路，使得

新鲜农货的最佳赏味期限不再浪费

于多重分销与冗长运输之中。此后，

顺应消费者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的需求，拼多多农货节不断升级。农

货供应既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

量，开始深入“产前一公里”，推动农

产品的品种培优、标准化生产以及品

质提升。

比如，被此次“超级农货节”翻牌

子的烟薯25号是烟台农科院选育的

优质烤薯品种。“烟薯25号使用的是

烟台农科院授权的脱毒种苗。同时，

我们要求种植户必须起垄、深耕、覆

膜，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种植，从‘源

头’保证食味与品质。”壹亩地瓜创始

人刘朝丽表示。

青岛大虾是另一款从种苗这一

产前环节开始抓质量的农货节“重

补”产品。过去，青岛大虾产业以本

土的中国对虾为主要品种，病害率

高、产量少、价格贵。近年来，当地依

托中国海洋大学、黄海水产研究所等

一批涉海院校，不断加码科研力量，

使得国产虾苗这一“卡脖子”难题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青岛虾吃海鲜长大，竹节虾的

饵料一般是‘海沙子’、蛤蜊等贝类小

海鲜。南美白对虾进入高速成长期

以后则喂食鳕鱼肉。”为“超级农货

节”供应青岛大虾的95后“新农人”崔

成龙说，“环境好、种苗好、吃得好，不

打药，这是以大虾为代表的青岛水产

品质突出的重要原因”。

而在江苏昆山，今年首次参加农

货节的大闸蟹品牌今锦上亦狠抓标

准化生产。比如，他们实现了不同大

闸蟹规格的机械化分拣，二两母蟹还

是三两公蟹，机器分得清清楚楚。同

时，他们引入机械设备取代捆蟹师，

使用符合食品级别要求的绳子进行

机器捆扎，从而保证“足斤足两”，且

过程可追踪、可溯源。

据了解，为助力农业科技创新对

接大市场，带动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组织化，“超级

农货节”期间，“百亿补贴”对品质农

产品的单笔补贴最高接近60元，而补

贴额度则普遍超过30%。

“除了此次‘超级农货节’，拼多

多还将通过‘寻鲜中国 多多好农货’

等长期项目，发现、选择、培育更多有

潜力、有口碑的产区和产品，带动新

农人将更多小品种做成大产业，用技

术赋能农业生产，助力乡村振兴。”拼

多多农货节负责人表示。 （杜宇）

从“最初一公里”
到“产前一公里”

▲烟薯

25号 育 成

人辛国胜正

在进行茎尖

剥离实验。

脱毒种苗进

行繁育后会

供应给农户

种植。

（小满 摄）

▲“超级农货节”启动后，李玉萍正在卖力直播。（闵杉 摄）

▲

近年来，青岛大虾产业经历了从海水养殖到池塘养殖、大棚

养殖、工厂养殖的规模化蜕变。 （崔仁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