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歪果仁”打卡中国零碳岛：

100%绿电生活太 Chill了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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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清晨的台州海上客

运码头袁海风挟带着咸
味袁朝阳为登船口镀上一抹耀眼
的金边遥

2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野零
碳体验官冶陆续聚集于此袁队伍中
有海外传播官尧留学生尧自媒体博
主等袁 热烈的多语交流声在码头
回荡要要要有人兴奋地举着自拍杆

环拍袁 将现场 360度记录成动态
短片曰 有人和同伴翻看着打卡手
册袁 高声讨论着路线截图哪里最
适合出片曰还有人已经迫不及待袁
在社交媒体上实时更新着 #探秘
中国零碳岛 #的话题遥此时袁码头
就像一场多国嘉年华袁 汇集了好
奇目光和新鲜期待遥

这场活动由国网台州供电公

司携手多家单位共同策划袁希望通
过野绿电打卡+零碳科普冶的方式袁
邀世界见证中国海岛绿色转型遥

科技硬核
解码零碳岛野绿色引擎冶

渡轮快靠近上大陈岛码头

时，远远就能看见屹立海岸的两

台高大红纹风机。它们巨大叶片

的低鸣声和整片海风融为一体，

成为大陈岛最醒目的绿色地标。

大家举起手机，激动地在甲板上

合影留念，有人在风机背景下录

起了短视频，不停感慨“这视角

太震撼了”！

下船后，电力高级工程师张

叶引领体验官们探访新型电力

系统数智驾驶舱。触控屏上的动

画模型随着讲解动态切换。几位

体验官比划着动作，尝试用自己

的方式理解原理，用英文问道：

“这是不是就像给海岛修了一条

‘充电高速路’？”

电力高级工程师张叶点头

继续讲解：“刚刚见到的那两台

大家伙是低频风机，连接着世界

领先的输电设备。20赫兹柔性低

频输电技术，让风能跨海为全岛

供电，并多余之时反哺给陆地。”

体验官们聚精会神，仿佛看

到一座小岛用风、用电、用技术

和大陆紧紧相连。

当一组数据被亮出来———“输

电容量提升 30%，年送绿电 650万
千瓦时，相当于为大陆 5000户家
庭提供全年清洁能源，减排 4000
吨碳”———体验官们齐声发出轻

呼。柔性低频输电带来的高效，让

不少来自海岛国家的体验官频频

点头，还有人专门拿小本记下数

据，计划回国做内容分享。

中国首个海岛氢能综合利

用项目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参

观储能与制氢装置时，体验官们

透过监测屏幕，看到岛上富余风

能正被用来电解水，产生零排放

绿氢。讲解员轻轻一按屏幕，动

画显示出绿氢如何被储备为应

急能源，余热又用于为民宿提供

热水，副产物氧气还供给黄鱼养

殖，氢能观光车在岛上穿梭。来

自英国的马修感叹：“风能变电

能又变氢能，在这里真的成了一

个闭环，绿色生活不再是理念，

而是我们正经历的小岛日常。”

展厅里，太阳能、潮汐能等

模型同样勾起了体验官的兴趣，

大家围在一块，比较起不同国家

海岛的能源实际情况。

离开展厅，体验官们走到风

机坪，这才体会到巨型风叶的真

正气场。风叶带起的强劲气流拂

面而过，远处看不见的人影仿佛

也随风飘进画面。大家争相用相

机捕捉瞬间，一位东南亚的体验

官兴奋地跳起来：“原来技术和

大海、风能真的能如此和谐！”

场景沉浸
触摸零碳生活野绿色肌理冶

大陈岛的生态智慧早已不止

于高科技的实验室，而是渗透进岛

上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体验官们换

乘岛上以绿电驱动的公交，开启了

下一段“零碳生活”打卡行程。

在绿电民宿，老板用绿电厨

房烹制“零碳大黄鱼”。绿电养殖

使大黄鱼年产量增 300吨，碳排
放减 50 吨，经济效益提升
28.6%，岛上 32家绿电民宿入住
一晚平均减碳 7.09千克。品尝着
鲜嫩黄鱼这份“零负担美味”，体

验馆们不禁赞叹：“绿能与传统

产业完美结合！”

沿途，绿电渔场与碧海金沙

相映成趣，垦荒纪念碑、甲午岩

等景区的快充桩与山海景观融

合。一路上，体验官们不停为快

充桩与景区自然风光同框拍照、

拍视频，把所见传到自媒体后

台，实时讲述“绿电和岛屿生活

怎么完美共处”。

在大陈岛双碳馆，炫酷的全

数字互动系统和沉浸式能量模拟

体验让体验官们“玩”得不亦乐

乎。大家用手指拖动图标，看碳汇

如何同步增长、能源结构如何动

态调整，还现场目睹了全省首笔

海洋蓝碳交易证书。大陈岛贻贝

养殖固碳项目以 10万元成交，收
益通过共同富裕基金反哺渔民。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区块链追

踪的“蓝色循环”模式———将收集

的海洋塑料垃圾制成再生商品，

这一模式还获得了联合国“地球

卫士奖”。“把海洋污染变成‘蓝色

勋章’，简直是魔法！”来自印度尼

西亚的于翔惊叹道。

步入大陈供电所“三色三

地”体验厅时，一组鲜明反差立

刻吸引了体验官们：陈列着 1988
年风柴互补老风机、锈迹斑斑的

叶片还残留着当年海盐海雾的

痕迹。“电力阿垦”文创 IP摇身一
变，穿起绿电工装，为大家用英

文解说大陈岛的零碳蜕变。大家

翻阅着泛黄的照片和老旧物件，

从煤油灯到绿电环岛的小岛故

事徐徐展开，不只于听讲解，而

是和陈设互动、拍视频，成为自

己故事里的“探馆达人”。

“电力考古”环节则让所有人

都直呼“记忆深刻”。在大陈老发电

车间，大陈供电所所长蒋伟坚指导

大家模拟全岛失电启动柴油发电

机组———轰鸣声立刻盖过了说话

声，空气里立刻弥漫着刺鼻的机油

味。不禁让大伙都皱着眉捂起了鼻

子。关闭机组后，寂静中传来鸟鸣，

清新空气让众人重回绿能供电的

舒适世界。“对比太强烈了！很多海

岛还在用柴油发电，大陈岛的转变

带来了希望。”体验官们的感慨，说

出了全球海岛的心声。

积分兑奖环节惊喜不断，绿

电住宿、黄鱼礼包代金券及文创

产品备受欢迎。体验官们抱着最

抢手的文创 IP“电力阿垦”合影，
笑称积分是“安利零碳岛的社交

货币”，让绿色足迹与欢乐笑容

成为旅程中最亮眼的注脚。

全球回响
从技术品牌到世界名片

这场有趣又充满探索意味的

品牌日活动，只是大陈岛不断走

向全球舞台的缩影。早在 4月底，
新华社等媒体上线的《全球连线渣
探秘零碳岛》视频一夜之间传遍

网络，550家国内外媒体报道，中
国驻印尼、迪拜大使馆先后转发，

累计阅读量破亿。五一假期，上岛

游客接近一万人，同比大增 16%
以上，绿电民宿一房难求，共享电

动车变成景区热搜打卡的“新

宠”，岛屿不再只是“实验田”，而

变身“零碳旅游新 IP”，让更多人
的绿色梦想近在咫尺。

从东海小岛到世界舞台，大

陈岛以“海岛绿能”为笔，在蓝色

海洋书写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承诺。这或许正是中国品牌

的深层叙事：让世界看见，中国

不仅有领跑全球的制造实力，更

有引领未来的绿色创造力———

这便是中国的“品牌底气”。

渊据叶中国电力报曳冤

乘地铁或公交、打新能源

车出行、节约用电……这些不

起眼的绿色小动作，都能帮你

积攒个人碳减排量，最终能直

接抵扣银行贷款利息！武汉市

民魏英成了第一个受益者。近

日，她向记者展示的手机 APP
页面显示，她平时攒的 4.5万
克碳减排量，成功抵扣了当月

90元贷款利息。
如何激励全民参与碳减

排，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经过长

期摸索实践，2023 年 6 月，武
汉碳普惠综合服务平台———

“武碳江湖”小程序上线，相

当于给每位武汉市民开了一

个“碳账户”，迄今已有超 150
万人使用。

武汉市民只要践行乘公

交、骑行等 11种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就可积累碳减排量。比如

每乘坐 1次公交出行，可获得
212.5克碳减排量；每乘坐 1公
里地铁出行，可获得 78.4克碳
减排量；每骑行 1公里，可获得
93.3克碳减排量……这些碳减
排量，会自动计入个人“碳账

户”，日积月累后，便能兑换打

车券、购物券等。

今年 3 月 1 日起，“武碳
江湖”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联

手，兑换福利直接升级。碳减

排量不仅能换东西，还能直接

用来抵扣银行贷款利息，活动

一直持续到今年 12月 31日。
这些碳减排量可按照

“1000 克减排量=2 元”的标
准，在民生银行“楚惠 LIFE”或
“武碳江湖”小程序实时兑换

利息红包，可直接抵扣市民的

按揭贷款、综合消费贷款、个

人微型消费贷款利息。

家住汉口的魏英是低碳

达人。每日清晨，她总是先骑

自行车到地铁站，再换乘地铁

前往单位，家中电表绑定了

“惠节电”小程序，就连每月积

攒的快递纸盒也用来换碳减

排量，一个月下来，能累积 4
万至 5万克的碳减排量。
“我曾用 2万克减排量兑

换过葡萄酒；用 3000克减排
量，兑换过超市 5折券。”魏英
说，这些小福利让她更热爱低

碳生活。“用碳减排量抵扣银

行利息，每次只能抵扣两元，

钱虽然不多，但‘骑车、乘地铁

都能赚钱’的感觉，很爽！”

渊据叶湖北日报曳冤

武汉市民个人碳资产可抵扣贷款利息
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印发

《海口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5—2035年）》，明确到 2035年
底，海口全市蓝碳经济体系基本建

立，蓝碳经济贡献度显著提高，海

洋产业生态化水平明显提升。

“蓝碳”是利用海洋活动及海

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

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

活动和机制。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三

级调研员宋延巍介绍，“蓝碳经济”

是以蓝碳为核心，通过保护和恢复

海洋生态系统，提高其碳汇功能，

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提供

生态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经济效

益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

该方案围绕七项重点工作展

开，同时明确了涵盖蓝色碳汇系统

调查、建立蓝碳经济统计评价体

系、实施红树林修复工程、实施海

洋底播增殖碳汇工程、实施海洋节

能减排工程、探索“人工上升流”碳

汇、探索红树林减灾修复技术研

发、创新蓝碳交易方式、推进“蓝

碳”科技成果转化、培育“蓝碳”科

技型企业等二十项具体任务。

记者了解到，自 2020年以来，
海口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已新造红

树林 4590 亩，修复 4800 亩，红树
林碳汇增量位居海南全省首位。

2022年 5月，海南首个蓝碳生态产
品交易在海口完成签约，交易碳汇

量 3000余吨，交易额 30余万元。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健全蓝碳

资源动态监测及核算体系，加强蓝

碳科研攻关，建立蓝碳交易市场，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绿色转型

作出贡献。 渊据叶海口日报曳冤

海口力争十年建成蓝碳经济体系

零碳体验官们乘坐绿电公交体验打卡之旅

零碳体验官们用绿电打卡
积分兑换到最抢手的绿电文创

IP野电力阿垦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