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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基地该如何应对
发展中面临的多重挑战？

尽管前景光明，直播电商基地发展仍面临多重挑

战。供应链是首要障碍，吉阳区要如何整合热带农产

品、黎锦手工艺品等特色资源形成稳定规模的供应链，

这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物流成本高是第二重挑战。虽然三亚地理位置优

越，但农产品上行的物流成本仍是农产品直播电商盈利

的重要制约因素，“罗蓬村的榴莲苗运到外省，一株的

物流费就得40元左右，价格太高！”这是王接印学员最

近遇到的头疼事。

人才持续供给是第三重挑战，虽然吉阳区已有培训

项目，但直播电商行业竞争激烈，如何持续培养并留住

优秀人才仍是一大考验；政策配套不足是第四重短板，

目前三亚缺少电商扶持政策、体制机制也还不够完善，

吉阳区新基地同样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才能稳步发展。

作为深耕直播行业的“老兵”，王接印表示，面对

这些挑战，政府、产业、平台协同是关键，在政府层

面，应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人才培育方面，应建

立长效培育机制，目前该协会坚持的“13天集训+长期

陪跑”培育模式也证明了实战培训的重要性。

基地内，新入驻的主播们正在导师指导下调试设

备。学员吴家战已经独立开播，每天都在出单，他感

慨：“这次培训让我对直播电商不再陌生。”

孵化基地十公里外，谭林果的直播间又迎来一批土

鸡订单。在吉阳区，像她这样通过直播培训成功创业的

农村妇女将越来越多。未来，更多带货达人的故事将在

孵化基地上演，她们正加入“手机成为新工具，直播成

为新工作”的新业态。

三亚市吉阳区孵化“农播星”

乡土特产搭上电商快车
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三亚市吉阳

区罗蓬村妇联主席谭林果在自家院子
里开始了土鸡销售直播，这位曾经的普
通农村妇女如今成了村民致富的带头
人。

不久前，三亚市吉阳区直播电商创
业孵化基地揭牌。崭新的专业直播间
灯光亮起，立好脚架、支起手机、打开补
光灯、主播就位，新学员也跟着主播在
这块方寸屏幕中探索未来。

这个由三亚市吉阳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与三亚网络直播行业协会
联合打造的基地，总面积达2000平方
米，配备12个专业直播间，首批20人
的主播及运营团队已入驻试运营。

南国都市报记者刘丽萍

经济与人才的双重催化

直播电商创业孵化基地的建立，首先带来

的是直接经济效益。类似培训项目在吉阳区已

取得显著成果。谭林果运用直播技能销售土

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吉阳区16个村的数

百名妇女受到鼓舞，相继开启网络直播创业就

业新征程。

“手工串珠DIY”“七月小姐姐”等学员账

号在1个月内吸粉超1.9万，累计销售额超过

16万元。这些成功案例预示了孵化基地未来

可能创造的经济价值。

人才培育是基地另一核心功能。基地构建

了“培训-孵化-扶持”的全周期培育体系。

吉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计划将优秀学员

优先纳入电商人才孵化计划，享受政策咨询、

创业融资等专项扶持。这种培育模式回应了县

域电商发展的痛点：直播人才奇缺，县域专业

直播电商培育基地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吉阳区通过建立专业孵化基地，正着力解

决这一难题。

产业升级是基地带来的第三重影响。三亚

网络直播行业协会会长王接印表示，协会将与

基地紧密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平台优势，积极

连接主播、供应链与电商平台资源。

资源整合将推动“直播+文旅”的乡村经

济创新路径，促进乡村土特产、非遗产品、本

地手工艺品资源与电商新业态的融合。

三位一体的服务支撑体系

基地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构建了完整的创业服

务体系。根据规划，基地将提供“政策咨询、技

能培训、运营辅导、资源对接、融资协助等一站

式服务”，直击创业者痛点。

实训体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基地采用“真

实场景教学”，学员可在资深导师指导下参与直播

间风格定位、数据驱动运营决策、目标流量精准

转化等环节实操，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导师团还

定制了“创意手工编织发饰直播”等实战项目。

资源对接是基地另一优势。行业协会同步整

合创业园区、供应链企业资源，举办政企交流会

20余场，已培训300余人。这种资源整合为创业

者提供了从场地、货源到商业合作的全方位支持。

生态赋能体现在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上。

三亚的实践通过构建“政企校社四方协同机制”，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巾帼电商生态圈。这种模式助

力实现了“培训一个、成功一个、带动一片”的

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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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启用，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三亚市吉阳区直播电商创业孵化基地的揭

牌仪式聚集了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和创业者。

吉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陈娟娟在致

辞中强调，“这是吉阳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

遇、推动新就业形态的重要战略举措。”

这一基地建设并非孤立的政府项目，而是

吉阳区数字经济发展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早在

今年6月初，吉阳区委人才发展局和区人社局

联合主办的“数智农播星”人才专项培训刚刚

收官。该项目通过“理论筑基+场景实训+资

源对接”的模式，为本土人才注入数字经济发

展新动能。

直播电商在吉阳区已有成功探索。2024

年以来，海南省三亚网络直播行业协会为吉阳

区组织，累计培训学员300余人，孵化创业账

号80余个，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这些数字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和信

心支撑。

基地建设理念体现了全方位赋能创业者的

决心。陈娟娟表示：“这个平台将为广大创业

者，尤其是青年人才，提供从项目起步到市场

拓展的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实现创业梦想。”

三亚市吉阳区直播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揭牌。记者刘丽萍摄

培训新学员。记者刘丽萍摄

谭林果(右一)曾在养殖场直播。记者林师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