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要问今年博鳌亚洲
论坛的热词，“零碳”一定榜
上有名。

日前，首个博鳌近零碳示
范区启动运行，博鳌的“绿意”
也因此更加浓厚。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新闻
中心达到“零能耗”建筑水
平；对室外环境进行海绵化
改造，促进雨水资源化利用；
集成应用多种新能源发电设
备，实现建筑能源自主供给；
构建以智慧交通为基础的绿
色交通体系，减少交通碳排
放……通过实施 8大类 18
个项目改造，东屿岛实现了
发电量和用电量“收支平
衡”，以及建筑会“呼吸”、公
园“零能耗”等目标。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樊冲表示，为了加
深零碳体验，目前该公司还
建立东屿岛碳普惠平台，用
户可通过在东屿岛上的绿色
低碳出行、入住、娱乐、参与
绿色低碳回收行动，获得积
累碳币，用于在岛上兑换咖
啡、下午茶、温泉票等资源。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东屿岛近
零碳示范区形成可感知、可
体验的零碳应用消费场景。

以开放聚合作之力，以
绿色添发展之美。博鳌已经
搭好舞台，迎接世界眼光的
考验。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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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子仪

3 月 25 日
的博鳌，那一抹
熟悉的“论坛蓝”
又如约而至。印
有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主
题“亚洲与世界：
共同的挑战，共
同的责任”的蓝
色横幅、电子海
报、广告墙出现
在博鳌的大街小
巷、城乡公交车
上。角角落落的
创意、里里外外
的匠心静静地诉
说着：“博鳌时
间”将至。而这
个滨海小镇也已
做好准备，以盛
装迎接盛会。

“最近的白鹭越来越多！”穿行在琼
海市博鳌镇莫村，道路平坦干净，民居
敞亮整洁。莫村村民李振福指着在稻
田里翩飞的白鹭与海南日报记者分享，

“现在环境好太多了，村民们傍晚都会
出来散步。”

2022年，莫村启动和美乡村及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成为琼海和美乡村又一

“样板间”。据介绍，莫村在改造过程中
拆围墙、美庭院，结合村内的千亩田洋打
造网红打卡风景线，让流量变“留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留住侨乡记忆，莫
村村委会花费大量时间，搜集史料、整理
村民口述往事。一座崭新的莫村村史馆
里，以图文介绍的方式，全方位展示蔡家
森、卢修泽等华侨先辈勇闯南洋、回报桑
梓的事迹。

“不久前，我们还给部分稻田投放
了虾苗。”海南省兴诚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碧泉表示，为了优
化稻田景观，该公司还在田埂及入村道
路种植栀子树。

“田园风”邂逅“国际范”，是博鳌和
美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在距离莫村
约10公里的地方，另一个和美乡村以
盛绽的鲜花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今年的花海又开了！”走进博鳌镇
南强村，百花齐放、绿树环绕。来自上
海的游客黄雪玲自驾到南强村旅游，她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南强村心情很
放松，“村里的一步一景让我感觉到了
诗和远方！”

沙美村、留客村……近年来，博鳌
在打造和美乡村过程中将传统村落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推动乡村
建设与自然生态环境有机融合，着力打
造有特色、有产业、有内涵的精品美丽
乡村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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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博鳌湾
段，海天一色，琼林玉树。

在公路旁，一个个亮黄色
的身影正在修剪路旁绿植，清
理枯枝落叶。连日来，环岛旅
游公路博鳌湾段沿线“扫榻以
待”，以靓丽的姿态迎接“博鳌
时间”到来。

在博鳌湾边的博鳌书屋
内，透明的落地窗让湛蓝的大
海尽收眼底。这座去年建成
的海边书屋已经成为环岛旅
游公路琼海段著名的网红打
卡点，书屋外蓝色健康跑道一
直延伸至不远处的妈祖庙，健
康跑道、休息驿站等共同构建
了沿海休闲观景带。

去年以来，博鳌持续放大
海岸景观和精致“慢生活”等
元素，围绕满足年轻人“看海、
治愈、逛吃”需求不断打造环
岛旅游公路博鳌湾段。

在博鳌书屋北面，就是博
鳌最负盛名的酒吧一条街。
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路段，成为
餐饮、旅拍、咖啡厅、冲浪等新
业态聚集的地方，引来源源不
断的流量。

“今年，我们利用酒吧一
条街的闲置空间打造了琼海
城市记忆展。”博鳌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城
市记忆展以“时间”为脉络，从
城市建设角度甄选出多张照
片，勾勒出老琼海历史面貌，
镌刻新时代琼海印记。“欢迎
嘉宾、市民来观展，一起唤醒、
珍藏琼海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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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陈彬）博鳌
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将于3月26日至29日
在博鳌举行。今年论坛年会以“亚洲与世界：
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为主题，呼吁各国加
强团结与合作，重建信心与信任，共促和平与
发展。

本届年会设置“世界经济”“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国际合作”四大板块，涵盖40

多场分论坛活动。“投资亚洲未来”“科技革
命‘奇点’离我们有多远？”“加速迈向零碳电
力”“AIGC改变世界”“‘创新、绿色、数智、
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赛道的
未来”“世界经济展望”“中国经济展望”“知
识产权促进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全球治
理”“融合与创新的数字经济”“打造亚洲增
长中心”“实体经济的突围”“能源低碳转型”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活动将
举行。

我省积极做好论坛年会服务与利用工
作，将主办或参与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
坛、社会治理与区域安全分论坛、全球安全
倡议分论坛、华商圆桌等6场分论坛活动；
举办琼港交流活动，开展专题招商，举办海
口城市展、“海南自由贸易港：以高水平开放

引领高质量发展”记者招待会等。其中，第
四届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以“伙伴·开
放·合作”为主题，将首次采用“1+1”办会模
式，即“高端对话会+合作洽谈会暨欢迎晚
宴”，重点围绕“构建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
系”“推进全球自贸区（港）合作”“全球自贸
区（港）扩大制度型开放”等展开交流讨论，
实现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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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陈子仪）3月25日下午，在博鳌近零碳
示范区乐美湖里，翩飞的白鹭不时在红树林间落脚。“这里改造前可不是
现在这样，当时湖水没有与万泉河连通，水质很差，靠近会闻到一股刺鼻
的味道。”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南分院院长、海南省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胡耀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为了改善东屿岛内原有景观，打造“低碳可循环”生态环境，博鳌
近零碳示范区参建团队对红树林湿地进行了系统修复，通过连接管
涵养，运用自然潮汐实现乐美湖与万泉河水体的生态连通，提升内湖
水质，并且还适当保留了裸露泥滩，形成林、滩、沟、湖动态变化的湿
地格局，为鸟类、鱼类、蟹类等多样性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条件，构建
完整的红树林“生物链”。

乐美湖旁，几个“大斗笠”矗立椰林间，这是“椰林聚落”驿站。
该驿站应用高性能、环保的竹钢等自然材料作为骨架，以传统建筑
结构被动节能，实现空气流通，减少人为设备降温能耗。建筑顶部
覆盖1518块光伏板，收集转化太阳能供给园林照明，降低使用能耗
与碳排放。

“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我们采用了红色娘子军的代表物件
——斗笠用于驿站设计，既满足功能实用性，又传递悠远深厚的琼
海文化属性。”胡耀文说。

走在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循环花园，不少废弃混凝土用作景观设
计，与公园美景融为一体。胡耀文介绍，脚下的这些混凝土来自当
时拆除的废弃材料，一方面实现废物利用，另一方面也减少废弃物
外运所产生的碳排放。

记者了解到，循环花园在建设中优先使用乡土材料和再生材料，
将废弃混凝土、废旧木桩、本地石块、建筑渣土等材料循环利用于地
面铺装、景观小品、石笼座椅、地形塑造等内容，并建设雨水花园，布
设太阳能庭院灯和科普标识，倡导低碳生活。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
景观建设主打“低碳可循环”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范平昕）只需一部智能手机，便可
做到“掌上走博鳌”。3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外事办公
室获悉，为在本届论坛年会期间给与会代表和媒体人员提供更加便
捷的服务，海南省论坛年会服务保障专区服务程序（以下简称论坛
年会代表专区）已于日前在海易办正式上线。

论坛年会代表专区集纳了年会日程查看、接送机预约、会场导
航、免税优惠券领取、媒体资料共享等论坛年会服务功能。与会代表
及媒体人员注册登录海易办后，可通过论坛年会代表专区预约接送
机服务，并获悉穿梭巴士时刻表、年会日程安排等会务信息；同时，论
坛年会代表专区还为用户提供更直观、更精确的会场模拟导航服务，
方便用户在本届论坛年会期间更准确地找到会场内各场所。

会务服务之外，论坛年会代表专区还为与会代表和媒体人员提
供最新政策动态更新和相应的政策查询解读，方便相关人员了解海
南自由贸易港最新政策与机遇。此外，论坛年会代表专区还收纳了
琼海消费、美食地图、会外旅游路线等会外服务功能，聚焦延伸论坛
年会溢出效应，努力为与会嘉宾提供优质的会外休闲服务。

论坛年会代表专区由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联席会议工
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南省外事办公室）设计开发。

本报海口 3 月 25 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韩
静）3月25日，海南省融媒体
中心推出创意视频《AI视角下
未来的科技博鳌》。该视频将
博鳌东屿岛近零碳示范区中
独具特色的景观，如“零能耗
建筑”——博鳌亚洲论坛新闻
中心、光伏屋顶、花朵风机、会

呼吸的幕墙、会控温的驿站
等，通过AI视角描绘出未来
科技场景，让绿色海南“碳”路
未来。

视频发布后获得不少点
赞，许多网友表示：“科技感十
足！”“科技博鳌，每一帧都很震
撼！”截至3月25日19时，该视
频总阅读量超8万。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今起召开 时时时评评评

■ 张成林

“论坛开在椰树下、会展办在田园中、会
务可见红树林、交往可闻稻花香。”走进博鳌
近零碳示范区，会有一种直观感受，仿佛走进
了充满热带风情的田园风光。低碳、惬意、舒
适，充满人与自然相融的“田园风”，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这一国际盛会给参会人员带去了别
致体验。

这要归功于一种理念，即因地制宜、借力
自然。

而这，也正是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在创建
中所一直坚持的。因地制宜，就是根据示范
区自身特色、优势，围绕“近零碳”目标进行既
有建筑与环境的更新改造，而不是经验照搬、
大拆大建；借力自然，则是让自然充分做功，
发挥出最大效应，以自然的力量推动实现碳
中和，而不是“另起炉灶”，对自然进行“生搬
硬造”。这样的理念让博鳌独特的热带田园
风情得以更好地呈现，体现了生态优先，是对
自然的尊重。

所以，走在论坛年会现场，你会不经意间
发现许多“小清新”，比如，房顶上，一排排光
伏板排列整齐，好似给建筑戴上了“遮阳帽”；
会场外，一个个造型独特的花朵风机，不停转动，采集着光能；还有
论坛酒店大堂“会呼吸的幕墙”以及客房“会发电的阳台”等。这些
并不会让人觉得“突兀”，甚至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存在，可它们却在
不停地减碳降碳。

这正是因地制宜、借力自然的魅力所在。
其实，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近零碳”是颇具科技含量的词，在

人类活动增多的情况下，实现新能源发电与用电自平衡，做到“碳抵
消”，是极大依赖于深度减排技术的。而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的一个可
贵之处在于，新技术、新举措固然必不可少，但没有“喧宾夺主”，而是
更加突出自然的力量，为生态“锦上添花”，让生态效应更大发挥。

比如，在降碳技术的加持下，示范区借景自然、融于环境，努力
实现对自然力量的最大化利用，让无处不在的风、光、热资源，充分
参与到减碳中来；在景观生态化改造上，则因地施策，充分利用植
被、土、水等自然元素，提高自然碳汇能力，促进自然生态循环。其
中，降碳技术发挥的更多是辅助提升的作用，如此一来，更好地突出
了博鳌的生态优势，让年会“国际范”与“田园风”相互交融。

论坛上，精心安排的智能设施、交通、服务等，既点缀了论坛年
会，又彰显了博鳌底色，承载着人们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其实，因地
制宜、借力自然，用科技手段激发自然力量，不仅是博鳌要做的，也
是各地绿色低碳发展所应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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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论坛年会
服务保障程序上线
提供接送机预约、会场导航等服务

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推出创意视频
《AI视角下未来的科技博鳌》

看点

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注册中心，与会嘉宾、媒体记者陆续抵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