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忠社区曾荣获国家级绿色社
区，成立了金牛区首家社区环境和物
业管理委员会。社区围绕近零碳社区
建设试点工作部署要求，开展用能设
备改造，运用“四套算法”，求解“四道
难题”，近零碳社区创建初见成效。

机制上做“加法”，破解“治理”难
题。建立街道、社区、企业三方联席工
作会议机制，率先制定《城市社区近零

碳标准编制方案》并全市推广；
源头上做“减法”，破解“排放”难

题。运用绿色建材实施绿色社区建
设，打造多元近零碳生态空间案例经
验入选住建部、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绿色繁荣社区（近/净零碳社区）建设
指南之中国专篇》；

技术上做“乘法”，破解“能耗”难
题。引入唯识感知科技、邻里数字等
新技术，优化“近零碳社区大脑”全智
能数据平台；

生态上做“除法”，破解“碳汇”难
题。大力开展绿色家园创建活动，加
快社区微绿地、微公园建设，打造近零
碳社区生态空间，提升水资源循环利
用率，利用中水回用和雨水回收，让废
水焕发新机。

绿色低碳融入社区治理
金牛区茶店子街道黄忠社区A

便民充电站。

再生资源利用（碳中和）碳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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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歧阳社区坚持党建“一核引领”，节能
减排、固碳增汇“双轮推动”，科技赋能、场景营造、
智慧治理、共享参与“四链融合”的模式，探索打造

“会呼吸”的近零碳乡村社区。
2023年上半年，歧阳社区碳排放总量较2022

年同比下降5.1%，香榭林居二期建筑达到二星级
绿色建筑标准。社区在能源利用上充分利用自身
条件，凭借东方红水电站以水力发电形式，年发电
量达400万KWh，每年为社区提供60万KWh清洁
能源，其余电量均并入国家电网。

在社区集中安置小区中配备雨水利用设施，
在散居院落安装离网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生态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歧阳社区近零碳社区
7个重点建设项目均已完成。

镇党委领导成立社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社

区成立专项工作组，完善管理体系、创建责任落
实、目标督查等机制。探索建立区、镇、社区多部
门“党建+”联动机制，发动社区两委干部、小区管
委会、志愿者、网格员、专家顾问和社区居民参与，
共同推动近零碳社区建设。

建立低碳运营“四步法”。第一步，全面摸清
碳家底，厘清碳排放量，同时通过碳减排认购抵消
部分排放。第二步，编制《近零碳管理手册》，推行
社区近零碳管理“清单化”管理机制，建立碳排数
据库。第三步，依据管理机制，对社区日常碳相关
工作进行管理，为工作开展提供基础支持。同时
定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低碳环保专
题培训，增强社区从业人员对低碳的理解。第四
步，设立低碳基金池，对社区活动分门别类贴上
碳标签；以此设立奖励机制，引导居民践行低碳

生活方式。
歧阳社区成立创建近零碳排放工作组，社区党

委书记带头抓，两委干部、小区管委会齐落实，责任
到人。广泛动员党员干部、居民、社会组织、三方公
司等多元力量参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成立“五彩向阳”低碳志愿者服务队，引入专业三方
公司指导，持续开展相关活动。

社区依托小区架空层，打造集党建、休闲、亲
子、社交、健身、健康等复合功能为一体的社区邻
里交往中心，着力打造“五分钟健康生活圈”。利
用宣传文化长廊和“芯歧阳报”等多种媒体平台，
宣传绿色低碳知识。增加光伏座椅、新能源路灯、
新能源充电桩、雨水利用设施、污水处理设备等低
碳场景，让低碳元素嵌入居民生活。

同时加强散居院落零碳农业生产管理，
2022--2023年社区对800余亩拆而未用的土地进
行复耕复种，构建“作物—秸秆—还田”生态农业
资源循环利用系统。打通散居院落污水处理“最
后一公里”，因地制宜建设生态湿地污水处理系
统，同时还安装离网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打造
散居水循环利用体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
增收“三赢”。

坚持“一核引领”“双轮推动”“四链融合”模式
双流区彭镇歧阳社区B

营造绿色低碳环境。

垃圾分类。

“会呼吸”的社区长啥样？成都近零碳社区的“碳”索路
近日，成都市首批近零碳社区试点建设项目验收通过名单发布，金牛区茶店子街道黄忠社区、成华区跳蹬河街道杉板桥社区和双

流区彭镇歧阳社区等9个社区上榜。

那么，自去年7月成都首批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创建名单发布以来，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这些社区形成了怎样的“近零碳发展

模式”？社区如何发动和引导群众参与节能降碳？请跟随华西社区报记者一起去“碳”索吧！

近年来，杉板桥社区通过将党群服
务中心、老旧院落两种主体，用不同方
式进行低碳改造的实践，杉板桥社区已
初步实现用最低的成本达到老旧建筑、
高端商业综合体的低碳目标。

今年来，不少前往杉板桥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居民，都会被中心楼上
的景观廊架吸引。原来，该设施不仅
仅是一座景观廊架，还是一个分布式
光伏发电设备。因特殊的地理位置，
光伏安装点原为架空层，楼下正好有
一公益幼儿园，右侧是小朋友游玩的
屋顶操场，光伏安装后既为小朋友遮
挡夏日强烈的阳光直射，还可以为小
朋友们遮风挡雨。目前，广泛发电量
为日均35度左右。

据悉，杉板桥社区成立低碳支持
中心，并邀请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四川省社科联气候变化与
经济发展社科普及基地共同参与。川
农大碳中和支持中心的博导、博士及
其他碳中和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提供
可靠的技术支撑，在社区定期举办碳
中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
员和居民的低碳环保意识，为后续项
目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同时，在四川农业大学的配合下，
积极组织社区居民和社区内的中小学
学生通过“参与式营建”的方式打造心
中理想的蔬菜花园、鱼菜共生系统景
观，居民深度参与景观的设计、建造、
维护管理，参加志愿者开设的种植、施
肥、修剪等园艺课程，从而实现社区生
活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低碳支持中心还作为活动参与的
开放性公共空间，覆盖辖区全龄段人
群。目前，已开展绿色环保类活动 20

余次，低碳理念向外有效延伸扩展。
后期，社区将持续巩固提升自身优势，
结合群众所需所想，常态化、长效化地
践行近零碳行动，持续开展多场次，多
模式的活动。

为积极参与“大运有我·最美阳台”
创建活动，在体现低碳环保的同时也营
造良好的办赛营城氛围，杉板桥社区充
分挖掘辖区资源，以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阳台为示范点，结合全龄友好服务，打造
了集玩耍、交流、城市观景为一体的“低
碳绿色阳台”，高低错落的植物景观，在
提升二楼阳台品质的同时，有利于降低
主干道带来的噪音问题，实现降温节能
等低碳绿色建筑功能。

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在
跳蹬河街道指导下，杉板桥社区充分
运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打造智慧社区，
努力实现智慧赋能社区发展治理，智
慧赋能绿色低碳。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胡慧媛 李思佳

社区供图

全民参与低碳生活
成华区跳蹬河街道杉板桥社区C

向居民宣传绿色低碳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