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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校建设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的实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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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绿色节约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主题 。 通过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建设 ， 将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绿色的生活理念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

充分发挥大学

的社会职能 ，
以点带面

，

推动社会的绿色发展 。 本文通过兰州理工大学的建设实例分析 ， 探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节约型校园的有效途径 。

关键词 ： 高校 、 绿色 、 节约 、 实践

Ａｂｓ ｔ ｒａｃｔ ：Ｇ ｒｅｅｎａｎｄｓａｖ ｉ ｎ
ｇ

ｉ ｓａｎ ｉｍ ｐｏ ｒｔ ａｎｔ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ｉ ｎｏｕ ｒｓ ｏｃ ｉ ｅｔ

ｙ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ａｖｉ

ｎ
ｇｔ

ｅｃ ｈｎｏ ｌ

ｏ ｇ ｉ

ｅｓａｎ ｄｇ ｒｅｅｎｎｏ ｔ ｉ

ｏ ｎｃａｎｂｅ ｔ ｒａｎｓｍ ｉ ｔ ｔｅｄ

ｔｏａ
ｌ ｌｓｏｃ ｉ

ｅ ｔｙｔｈ
ｒｏ ｕｇ ｈｔｈｅｃｏ ｎｓ ｔ 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 ｆ

ｇ ｒｅ ｅｎｓａｖ ｉ ｎｇｃａｍ ｐｕ ｓ ｔｈａｔ ｉｓｔ ｈｅｓｏｃ ｉ

ａ
ｌｆｕ ｎｃ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ｃｏ ｌ ｌ

ｅｇ ｅ ．Ｔｈ ｒｏｕｇ ｈＰｏ ｉ

ｎ ｔｔｏａｎａ ｒｅａ
，ｔ
ｏ
ｐ ｒｏ ？

ｍｏｔｅ ｓｏ ｃ ｉａ ｌ

ｇ
ｒｅｅｎ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 ｅ ｒ ｔａｋｅｓＬａｎｚ ｈｏｕ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ｔ
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 ｐ ｌ ｅ
， ｔｏｅｘｐ ｌｏ ｒｅａｎｅｆ ｆｅｃ ｔ ｉ ｖｅｗａｙｆｏ ｒ ｔｈｅ

ｃｏ ｎｓｔ ｒｕ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ｇ ｒｅｅｎｓａｖ ｉ ｎｇ
ｃａｍ ｐｕ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ｔｙ，ｇ ｒｅｅｎ
，ｓａｖｅ ，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绿色发展 ， 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之
一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引领中国发展全局的
“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

享
”

五大发展理念 。 五大发展理念是高校
“

双
一

流
”

建设的行动指南和

思想指引 。 高校是社会用能大户
，

校园人口 密集 ， 各种生活设施 、 学习

设施和科研设施等聚集 ， 国家相关部门非常重视高校的节能工作 ，

先后

发布了 《 关于建设节约型学校的通知 》 、 《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与管

理技术导则 （ 试行 ） 》 等相关文件 。 作为高级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 ，

在

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应该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 加快建设

资源节约型 、 环境友好型校园 ， 推进绿色节约型校园建设 。

一

、 校园概况及绿色节约型校园建设现状

１ 、 校园概况

兰州理工大学原名甘肃工业大学 ， 是国家
“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

重点建设高校 ， 坐落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 学校现有两个校区 ， 总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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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２ ４３０亩
，

校舍建筑面积 １ ０８万平方米 ，

建筑年代从 １９７０ 年代至今 。

以 ２０ １ ５ 年度为例 ， 全校用能人数 ４ ７５ １ ３ 人
，

年人均用水 ２５ ． ２５ 吨 、

用电 ３ ９９ ． ８９ 度 、 用气 １ ８９ ．４２ 立方米 。

２ 、 绿色节约型校园建设现状

在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建设过程中
，

兰州理工大学大力弘扬以
“

艰苦奋斗
，

自强不息 ， 求真务实 ， 开拓创新
”

为内涵的红柳精神 ， 从履行社会责任 、

培养优秀人才 、 提高办学效益 、 实现
“

双
一流

”

建设的需要出发 ，
高度

重视各类资源合理配置 、 管理使用和资源节约工作 ， 积极探索和实践绿

色节约型校园建设的新途径 、 新方法 。 西部高校由于地理位置 、 气候 、

建筑等方面的因素 ， 在节约型校园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着独特的主客观条

件 。 兰州理工大学
“

绿色节约型校园
”

的建设 ，

在结合实际校情的基础上 ，

坚持
“

绿色发展
”

这
一

主线
，
紧紧围绕

“

创新 、 节约
”

两大主题
，
依托

“

互联网 ＋ 节能
”

平台 ， 通过
一

系列措施 ， 不仅将绿色 、 劳约的理念融

入到校园建设的方方面面中 ， 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 ， 而且通过技术创新

推动芾约型校园的建设
，

取得了
一定成效

，
先后荣获

“

甘肃省第一批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

首批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

荣誉

称号 。

二 、 绿色节约型校园建设的实践

１ 、 加强组织领导 ， 构建层次分明 、 全员参与创建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工

作格局

学校加强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常态化组织机构建设 ， 成立了节约型校园建

设领导小组 ， 由领导小组制定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的 目标和整体规划 ，

建立完善绿色节约型校园的考核 、 评价制度 。 形成了领导小组定方向 、

定 目标 ， 各二级部门强化管理 ， 分层落实 、 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和运行

机制 。 领导小组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 ，

各二级部门认真落

实节能制度
，

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 不断节约挖潜 ， 显著提升了绿色

节约型校园建设的效能 。

２ 、 积极宣传和营造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建设的良好氛围 ， 强化广大师

生
“

绿色发展
”

的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

是发展思路 、 发展方向 、 发展着力点的集

中体现 。 建设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 ， 首先要强化建设主体的
“

绿色发展
”

理念 ，

对高校而言 ，

广大师生不仅是创建节约型校园的主力军 ， 而且是

建设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宣传队 。 学校多措并举
，

强化师生
“

绿色发展
”

理念 ， 努力培育绿色校园文化 。

一

是充分利用校园网 、 后勤网 、 校报 、

宣传栏 、 广播站宣传建设绿色节约型校园的重要性 、 必要性和紧迫性 ，

开展
“

节能宣传周
”

系列活动 ， 在学校公共区域张贴节能宣传画和提示

语贴纸
，

布置节能宣传横幅 ， 强化广大师生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识 ；

二是学生会 、 校团委 、 能源服务中心 、 饮食服务中心和物业服务中心举

办各类报告会 、 讲座 、 知识竞赛等活动 ， 开展以
“

节水
、
节电 、 节粮

”

为主题的系列主题活动
，

营造良好的节约氛围 ； 三是后勤管理处组织学

生开展
“

后勤服务体验周
”

、

“

新生后勤体验感悟演讲比赛Ｖ节能减排
”

专题讲座等活动 ， 积极引导学生关注节能减排 ，

参与节能减排 ， 推动节

能减排活动 ， 养成芳约能源的良好习惯 ；

四是举办节能科技创新竞赛活

动
，

推动学生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探索 ，
学校从 ２０ ０８ 年开始举行节能减

排科技创新大赛
，

先后举办了七期 。 每年参加人数约 ６０ ０ 人
， 评选产

生了国家级二 、 三等奖 ４０ 余奖项 ， 校级奖二百余奖项 ；
五是开展公益

劳动课和绿色环保主题公益活动 ， 各学院开展了以
“

绿化家园 ， 绿化祖国
”

和
“

保护母亲河
”

等为主题的绿色环保行动 ，
使学生在绿化劳动过程中

受到教育和启发
，

寓教育于绿化 、 美化之中 ； 六是积极培育绿色校园文化
，

校园文化是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数年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具有特色的

文化
，
高校学生接受节能的意识比较快 ，

绿色节约行为推广影响范围广 ，

当他们毕业走向社会时 ，

也会把绿色节约的习惯和理念带入所生活的环

境中去 。 通过积极宣传 、 努力实践和主动引导
，

进
一

步强化了师生员工

的
“

绿色发展
”

理念 ，

“

绿色发展
”

理念已经逐步融入到校园文化
，

“

节

约
”

已经成为广大师生的 日 常行为且广泛传承 ， 为创建绿色节约型校园

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３ 、 围绕绿色节约重点环节 ， 加大节能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１）
提高校园绿化率

，
美化校园环境

兰州理工大学地处西北内陆城市
，

降水少
，
日照充足

，

气候干燥
，

年温

差和 日温差均较大 ， 在这种温带半干旱气候环境下做好校园绿化工作并

不容易 。
学校采取科学的措施有序推进校园绿化工作 ，

一

是根据自身的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

按照
“

同步设计 、 分期建设
”

的原则 ，

制定了校

园绿化总体规划实施方案 ， 确定了不同 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绿化工作具体

目标任务 ；

二是成立了以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为主任的兰州理工大学

绿化委员会 ， 负责学校绿化工作的指导和督查 ；

三是通过
“

传 、 帮 、 带
”

和选拔外派培训等形式 ，
培养了８ ０ 多人的集园林施工 、 种植栽培 、 养

护管理为
一

体的专业绿化队伍 ； 四是每年组织开展毕业生纪念林植树及

师生员工认养林活动 ， 提高了广大师生员工保护环境 ， 建设绿色家园的

意识和信念 ；
五是学校领导坚持与广大教职工

一道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和各种生产劳动 ，
使绿化美化校园的工作变成了全体师生员工的自觉

行动 ； 六是利用新技术新设施充分合理利用水资源 ， 安装了滴灌 、 微喷

设备养护绿地 ， 不仅提高了 山地 、 林地等不易浇灌地植物的存活率 ， 而

且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

七是积极探索种植在西北地区耐干旱 、 节约

水资源的新型地被植物和花卉 ； 八是在大力应用本地乡 土树种的前提下 ，

大胆合理的引进 、 驯化适合于本地域的名贵和稀有树种
，
如法桐 、 樱花 、

玉兰 、 木瓜海棠等树种 ， 提升了校园绿化的层次 。

目前
，

学校绿化面积 ５８ ．３５ 万平方米 ，
占总面积 的 ５４ ．０２％

，

绿化

覆盖率达 ４２％ 以上 ， 新植树木成活率 ９０％ 以上 ， 老树保存率达到

９９ ．６７％
，

人均绿化面积达到 １ ２ ．３ ｎｆ ， 形成了以院士林 、 核桃林 、 银杏

林 、 樱花园等不同特色的树木种类园种植形式 ，

美化校园环境的同时改

善了学校周边区域微气候和生态环境 ， 形成了三季有花 、 四季有景的育

人环境 。 其中 ， 兰州理工大学家属区所依的甲子坪山及其周边的伴月台

和净月汀植被丰富 ，
环境优美

， 吸引了校园周边居民前来休闲放松 ，

已

经成为兰州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的休闲胜地 ； 具备一定规模的银

杏林 ， 干株银杏有秩并植 ， 万片黄叶无序层叠 ， 如工大学子科研之严谨 ，

亦如其思维之活跃 ， 每年秋季吸引大量市民前来观赏 ，
已经成为兰州高

校中的独具特色的观赏林 ，

曾被中央电视台
“

最美大学
”

节目展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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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依托
“

互联网 ＋
”

平台 ，

大力实施节能项目

？ 苷能监管平台建设示范项目

２０ １ ５ 年
，

学校顺利建成高校节能监管平台建设示范项 目 。 管理平台软

件具备多系统集成架构 ： 用电监控子系统 、 用水监控子系统 、 供暖监控

子系统 ，

基本实现了水电暖数据的档案管理 、 实时数据采集 、 数据分

析 、 查询统计 、 能耗审计 、 能耗公示及系统管理等功能 。

一期项 目平台

上涵盖的用能监控点涉电监测
一

级测量涉及 １ ６ 处 ；
二级计量涉及建筑

６６ 栋 ， 监测建筑面积 ５０ 万平方米 ， 共 １ ８３ 个监测点 ；
三级计量建筑

５ 栋
，

共 １ ０３ 个监测点 ； 四级计量建筑 ４ 栋 ， 共 ９３ 个监测点 。 水检测

建筑共 ６６ 处建筑
，

共计 １ ５ １ 个监测点 。 暖检测建筑共 １ ３ 处建筑 ， 共

计 １ ３ 个监测点 。 共计布设计量表具 １ ０ １ ９ 台 。 该平台运行以来 ， 对学

校公共建筑分类 、 分建筑 、 分校区的能耗信息实时监控和采集 ， 为学校

进行节能管理和节能改造提供了及时准确 、
客观真实的数据 ，

能够及时

发现建筑能耗的异常情况 ， 足不出户就可对学校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察

看和统计分析 ， 找 出能源过度消耗的原因 ， 从而及时采取能耗改进措施 。

为学校下一步能源资源定额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 供暖分时分区远程流量控制系统项 目

全校公共 建筑采暖 面积 ５３ 万平方米 ， 采暖锅炉 １ ２５ 蒸 吨 。 学校于

２０ １ ２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分步实施了西校区供暖分时分 区远程流量控制系统

项 目
，
在需要分时分区控制的区域分别选取典型房间放置室内温度传感

器 ， 分时分区控制器通过测试室外温度和典型房间室内温度来控制电动

阀的开闭 ，

达到对这些对供暖要求不同的区域的分时分区控制 ， 从而达

到降低能耗的目的 ，

解决了学校公共建筑在 曰常下班时间 、 节假 曰期间

尤其是寒假期间的能源浪费问题 。 该项 目每年可节约标煤 ９００ 吨 ， 减

少排放二氧化碳 ２３５８ 吨 、 二氧化硫 ２１６ 吨 ， 年节约资金 ４５ 万元 ，

投资回收期仅两年半 。

？ 锅炉常温排烟余热回收项目

２０ １ ４年 ， 学校启动了两校区燃气热水锅炉常温排烟余热回收项目 ， 大

幅度提高了锅炉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 。 ２０１ ４ 年全校两校区用气量 ９５０

万立方米 ，

２０ １ ５ 年全校两校区年用气量 ８９０ 万立方米 ，
年节约用气量

６０ 万立方米 ， 年芳约金额 １ ０２ 万元 ， 能用利用率为 ６ ． ３％ 。

３
） 因地制宜 ，

科学设计
，

充分利用自然能源

２０１ ３ 年
，
根据兰州地区全年太阳能辐射总量 、 曰均太阳能辐射量 、 学

校浴室 曰均用水量 、 浴室开放时间等条件测算设计实施校园浴室太阳能

热水供应系统项目 ，

该系统每天可生产洗浴热水 ２４０ 吨
，

可满足两校

区 ２２００ ０ 余名学生洗浴热水的需求 。 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煤 １ ０９６ 吨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２ ７４ ０ 吨 ，

二氧化硫 ２６ ． ７ 吨 ， 节约用水 １ ０９ ６０ 吨 。

４
） 积极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和新设施

近年来 ， 学校在两校 区教室 、 图书馆安装 丁５ 系列 ２８Ｗ 节能型三基色

双端直管式荧光灯具 １ ６０００ 套 ， 年节约用电 ７２００ 度 ； 公共楼道更换

节能灯具 ８４００ 余只 ，

年节约用电 ４２ ００ 度 ； 在公共卫生间安装延时自

闭阀 ２０８ 个
，
年节约用水 ２１ ５０ 吨 ； 充分利用水资源 ， 采用喷灌 、 微

灌 、 滴灌方式养护绿地
，

有效节水 ３０％ ？ ４０％ ； 新建建筑严格执行

节能设计规范
，

采用新型节能保温墙体材料
，
主要有两种做法 ，

一种是

加气混凝土砌块 ＋ 抹灰 ＋ 岩棉保温板 ＋ 网格布 ＋ 聚合物砂浆 ； 另
一

种

是加气混凝土砌块 ＋ 抹灰 ＋ ＴＰＳ 真金防火保温板 ＋ 网格布 ＋ 聚合物砂

浆
，

新型节能保温墙体节能比率达 ５０％ ； 积极对老旧建筑实施节能改

造 ， 如安装新型节能门窗 ， 改造公用水房和卫生间等 ， 综合节能比率达

１ ２％
； 对校园路灯进行改造 ， 共计安装 ＬＥＤ节能灯具 １２ １ ４ 盏 ， 节能

效果明显 ，

师生反映良好 。

５
） 强化节能管理体系建设

学校成立了以分管副校长为组长的节能领导小组 ， 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后勤管理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
实行院系二级节能管理体制 ， 在学校

节能领导小组的管理 、 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 。 学校近年印发了 《 兰州

理工大学节能管理办法 》
、

《兰州理工大学节约能源资源实施细则 》 等节

能管理制度办法 ，
为绿色芳约型校园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

近年来 ， 兰州理工大学从管理规划和节能改造入手
，

逐步改造老校区 旧

建筑 ， 降低建筑能耗 ； 运用现代通信与控制技术 ， 构建校园智能化节能

管理系统 ，

全方位推进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建设 ， 取得了明显成效 。 以

２０ １ ５ 年为基准年
，
在建筑面积 、 用能设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 平均每

年节约 １ ５３０ 吨标煤 ， 节约用水 ３５ 万吨 ， 平均爷能率 １ １ ．３％
，
平均

节水率 ２４ ．８％ 。

三 、 结语

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的建设是
一

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 不仅涉及建

设主体
“

绿色发展
”

理念的树立
， 而且需要建设主体从行动上切实践行

“

绿

色发展
”

理念
，

只有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统一到
“

绿色发展
”

的道路上
，

才能将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建设理念融入到
“

管理育人 、 服务育人 、 环境

育人
”

的全过程 ， 进而推动绿色节约型校园的建设取得实效 。 因此 ， 在

绿色节约型大学校园的建设进程中 ， 兰州理工大学将继续因地制宜 、 科

学规划 、 精细挖潜
，

努力做到
“

三保障 、 三到位 、 三统一
”

， 即节能机

构有保障 、 节能制度有保障 、 节能体系有保障 ； 节能人才到位 、 节能资

金到位 、 节能设施到位 ；
节能理念和节能行动统

一

、 节能教育和节能实

践统一 、 节能措施和节能环境统
一

，

借助
“

互联网 ＋
”

平台 ， 积极大力

实施绿色低碳 、 节约环保顼目 ， 进
一

步减少能源消耗
，

提升能源利用率 ，

为
“

双一流
”

大学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