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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新闻热线 关注世界环境日·美丽海南我行动

南国都市报6月4日讯（记者 苏桂
除文/图）向绿图强，向“新”发力。6月5

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是博鳌近零碳示范

区正式启动运营的第80天。用能清洁

化、资源循环化、能源低碳化、产品供给

绿色化……经过为期两年“近零碳”化改

造后的东屿岛，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改造

前的1.2万吨降至约470吨，零碳排放成

果转化立竿见影。

海风阵阵，阳光普照。走进博鳌近

零碳示范区所在的东屿岛，乡土树种的

推广种植，让岛上近自然森林得于重建

与恢复。乐美湖红树林系统修复，形成

林、滩、沟、湖动态变化红树林湿地“生物

链”。顶部采用1518块光伏板覆盖的“椰

林聚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岛上

降碳节能的“密码”随处可解锁。

博鳌东屿岛上，光、热、水、风交相辉

映，是海南“近零碳”奔赴“向绿图强”之

路的最大本钱，也是海南纵深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灸热的阳光

是博鳌东屿岛的“宝贵资源”，加之温柔

的海风带来“绿色的电”，示范区全年生

产绿电约3200万度。如何将这些资源发

挥到淋漓尽致，让碳“归零”？答案是用

能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

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的改造。

在东屿岛上，光伏材料被广泛应用

到建筑物的墙面、屋顶、地板、玻璃、车

棚、栏杆上，先进的产品在先进技术的助

推下，产生源源不断的绿电。

在国能（海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博鳌光伏电站站长闫亮看来，岛上建筑

的墙面上安装了光伏板，采用并网式光

伏发电系统，既可遮阳降温，又可通过光

伏发电为建筑提供绿色能源。

光能的再利用不只在岛内，占地330

亩的岛外农光互补发电项目，每年能为

东屿岛提供 2485.42 万 kWh的绿电和

600吨绿色有机瓜果蔬菜，既为东屿岛提

供充足有机蔬菜，又为其提供充足的绿

色能源。

中远海运博鳌公司作为示范区主体

实施单位之一，在推进示范区的改造中，

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等方面发力探索，

集成创新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措施，推动

完成东屿岛上建筑的绿色化改造，建成

博鳌零碳示范智慧运营中心，开创了同

纬度亚热带海岛建筑绿色低碳改造的先

河，实现生产过程用能清洁化、资源利用

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

化的成果转化。

烹饪不用火、循环利用水、交通绿色

化，降碳融入细节融入日常。”中远海运

博鳌有限公司数转科创部零碳工程师刘

洪文说，东屿岛上的酒店厨房实现了用

能设备的全面电气化，岛内已全面实施

交通绿色化改造，建筑年总能耗每年减

少碳排放5250吨。

同时，借助近零碳示范区的创建和

博鳌年会举办的契机，示范区也搭建了

多个“零碳”体验互动场景，推动绿色住

宿、绿色餐饮、绿色办会、绿色出行、绿色

办公等场景应用不断深入，形成了以餐

饮智能核销、智慧会议电子桌牌、东屿岛

碳魔方、东屿岛零碳咖啡机器人、迎宾及

物品配送机器人为代表的绿色低碳科创

亮点，将实实在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的启动运营，不

仅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借

鉴，也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提供了助力。”刘洪文认为，示范区厚

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供了生动

鲜活的博鳌案例，下一步更要做好近零

碳示范的后半篇文章，在展示中国双碳

成果的同时，带动大家形成绿色低碳健

康环保的理念。

经过改造，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每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改造前的1.2万吨降

至约470吨，但想要把“470”变成“0”，并

非易事。

未来，海南将充分发挥政策、资源和

产业等叠加优势，聚焦“三度一色”特色

产业——南繁、深海、航天和生物制造、

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推动绿色燃料、先进

储能、低成本碳捕集利用封存等零碳负

碳排放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产业落

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

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东屿岛上的建筑顶部穿上光伏板。

为培养一批熟练掌握制作黎族牛皮

凳的传承人，5月29日至6月2日，昌

江在石碌镇水富村黎族牛皮凳制作技

艺传习所举办2024年黎族牛皮凳制作

技艺培训班。30多名水富村村民参加

培训。

培训班现场，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将牛皮表面的肉、脂肪和毛全

部除去并切割成型，随后学习了牛皮凳

绷皮、烫皮脱毛等工序。大家分工合

作，不一会功夫，一个初具造型的牛皮

凳就做好了。

石碌镇水富村村民林文升说：“制

作牛皮凳是我们黎族的传统技艺，这次

老师讲了牛皮凳的故事，让我们更了解

自己的文化技艺，这样的培训很好，让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我

们会好好学习，让牛皮凳走向世界。”

此次培训班由县旅文局主办，县文

化馆承办，为期5天。培训邀请了专业

教师为30多名村民传授理论知识，引

导实践操作，让更多村民掌握黎族牛皮

凳制作技艺，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技艺，

进一步推动黎族牛皮凳向产业化发展，

拓宽牛皮凳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

石碌镇水富村牛皮凳子合作社管理

员林明中说：“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我

们的牛皮凳，我们也会更努力提高技

艺，发展好祖先留下宝贵的财富，带动

村民们一起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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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绿”意盎然

离“零碳”目标更近了

传承民族传统技艺 30多名村民学制牛皮凳昌江水富村

学员们制作牛皮凳。杨萍摄

改造后的椰林聚落改造后的椰林聚落
成为游客打卡地成为游客打卡地。。

改造后的东屿岛海绵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