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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2020 年中国提出“双碳”战略，“双碳”战略倡

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

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6 月 19 日，

攀枝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低碳乡村”调研队前往攀枝花市首

批省级零碳示范村——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进行实地调研，

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贡献青春力量。 

 

图为村支书邹胜洪与实践团队进行交流讲解  

走进混撒拉村，随处可见太阳能座椅、太阳能垃圾桶、光伏

长廊、太阳能屋顶等种各种光伏新设施。村支书邹胜洪向团队介

绍到：“混撒拉村自从通过芒果产业脱贫致富后，更关注生态环

境，高质量发展，通过整合推动绿色可持续能源、打造绿色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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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推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现已建成省级零碳示范村。”“零

碳”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碳排放，而是通过碳减排、碳抵消等措

施，让村庄的碳排放无限接近于“零”的过程。 

 

图为实践队员体验光伏座椅充电  

绿色生产 

光伏一体化推动能源自给。实践团队成员了解到，通过光伏

一体化，混撒拉村总装机量 1000KW，每年发电量约 260 万度，

每年用电量约 73.5 万度，年余电商网量 186.5 万度，仅这一项每

年助农增收 100 万，集体经济增收 58 万元，减少碳排放约 2750

吨。

 

图为实践成员在观看混萨拉村零碳村建设规划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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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现代农业体系实现低碳化。通过智慧农眼、果林水肥一

体化、智慧循环灌溉等现代化农业技术革新和植保无人机、电动

旋耕机、小型除草机等新能源农机具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现代

化、低碳化。 

 

图为实践团队观看现代化农业机具 

绿色生活 

邹书记继续讲述：低碳生活涉及方方面面，通过生活中食、

住、行、游的低碳生活方式，村民原来习惯的烧柴做饭、废水随

意排放、使用传统油耗车等观念，随着低碳理念的持续推进，逐



- 4 - 

 

步养成了低碳生活习惯，实现了低消耗、低排放、低开支、低能

量的生活目标。 

 

图为实践队员记录污水光伏微动力处理系统  

绿色生态 

混撒拉村系统推进村庄低碳发展。建设光伏微动力污水处理、

中水回收系统，对全村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补充河道用水，形成

2 公里生态湿地。建有垃圾分类站 4 处，设置光伏智慧果皮箱 25

个，生态循环塔 1 座，对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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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支持芒果产业发展，实现碳排放全回收再利用。 

邹书记回忆到：原来，混撒拉村主要种植生产芒果，村民对

芒果果树产生的枯枝落叶采用集中焚烧的方式处理。但枯枝落叶

等垃圾在焚烧时，都是不完全燃烧。它们一边烧，一边向大气排

放多种有害物质，不仅对环境造成影响而且对人身体有害。为改

善以及因地制宜利用资源，混撒拉村将生态循环塔纳入“零碳村”

项目进行规划建设，在 2022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利用生态循环

塔对枯枝落叶进行粉碎，经过发酵后形成绿色有机肥料，从而达

到资源循环再利用，推动混撒拉村绿色经济新发展。 

 

图为实践队员参观生态循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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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生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也增加了乡村的碳排放量，阻碍了乡村

的绿色低碳发展。混撒拉村因地制宜，依托芒果产业，开辟了一

条乡村振兴和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实践团队成员表示要大力推广

混撒拉模式，并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履行新时代青年们的责任，为降低碳排放做出点滴贡献。 

 

 

图为低碳乡村实践团队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