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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助推高校校园环境卫生变革及创新 

——以四川大学后勤校园物管中心环境建设工作为例 

 

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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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校园环境直观展现着一所学校的整体风貌、历史人文、精神文化,更是保障一所高校正常

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正如国家领导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校园环境卫生建设目的就是要让师生们感受到整洁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提升师

生的物质精神文化和获得感,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达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基于建设

生态文明背景,以四川大学环卫工作现状作为思考,探索高校如何转变环保观念,创新环境卫生管理制

度、环境卫生工作新模式,以提升校园环境,推进高校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高校；后勤；校园环境卫生创新；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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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虽然高校环境卫生在诸多方

面得到了改善,并已初步建立起了现代

化的工作模式。但校园环境卫生状况与

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水平、师生对

环境卫生需求、中央的环保理念之间尚

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诸如：校区分散、

校园流动人口较多、主事单位招工难、

及技术和管理依然相对落后、等客观因

素依然阻碍环卫工作的开展。如何在环

保新形势下,认清问题,缕清思路,以增

强科技含量为推动力,创新工作模式,大

力推进校园环境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主要

关键点。 

1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提出 

1.1生态文明建设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

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

持续发展为根据,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

着眼点。核心是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在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上

的精神。国家领导人对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了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新发

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明确要求我们以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为重点,坚持不懈、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积极推进环境领域改革,创新管

理方式,强化责任,严格环境督察和执法,

及时回应关切,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着力

推动环境不断改善,为建设生态文明和

美丽中国作出新贡献。 

1.2加强高校环卫工作改革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高校应该对

环境卫生工作采取全新模式和更高的标

准,强化校园环境卫生的治理。分析当前

校园环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

管理模式、引进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

推进校园环境卫生状况的全面改善和提

升,建设美丽校园。让师生感受到干净优

美的校园环境,满足师生对更好环境卫

生的需求,提升师生的物质精神文化和

获得感,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

达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当前高校环境卫生工作面临

的问题及分析 

2.1高校环卫工作机械化、袋装化程

度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

转变,高校的生活垃圾呈批量化、毒害化

的趋势,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和

社会同类企业相比,高校环卫工作机械

化程度低,往往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进

行环卫保洁工作,环卫工作费时费力。 

高校垃圾收集大多为敞放式收集,

几乎没有实施垃圾袋装化处理,也没有

专业的垃圾收集、转运、压缩设备,垃圾

收集后置于露天垃圾垃圾箱或者垃圾房,

待收集到一定量之后再做清理,在温度

较高的夏天,垃圾房周边环境和空气污

染严重,随着近年垃圾量增大,校内垃圾

存储容量明显不足,周边环境问题进一

步加剧,且日垃圾外运频次增多,外运经

费上升。这些情况亟待改变。 

就四川大学为例,校园占地面积

6400亩,校区内人员众多(约20万人),目

前全校生活垃圾日产量达70吨,年2.5万

余吨,且每年不断增加。对校园环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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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小的压力,也增加了环卫工作的难

度。由于垃圾清扫机和垃圾压缩机等机

械化设备不足,为保证校区环境干净整

洁,环卫部门就必须每天派出大量的环

卫工人时刻对全校道路和公共区域的垃

圾进行清扫、收集和转运,还需对校内

400多个生活垃圾临时存放点及果屑箱

进行循环收集、转运、倒场处置。劳动

强度大,但是依然会出现垃圾清理不及

时、环境卫生死角清理不彻底等情况。 

2.2校内校住混杂卫生死角多加大

环卫清扫强度 

目前高校常驻人口包含在校学生和

教职工家属,经过多年的校区合并、校区

面积扩大,教学区和居住区未能彻底分

离,常住人口不断增加,人口混杂,虽然

各高校均已采取措施实施校住分离,教

学区和家属区混杂并行的情况依然会持

续很长时间,同时校内多为上世纪的老

旧小区,环卫设施过时,这些情况都对校

内环境卫生的清扫和保持产生一定的影

响。另外,目前高校普遍为开放式校园,

在有限的区域内每日大量的外来流动人

口往来,人员环卫意识不强、素质参差不

齐,势必加大了校园环境卫生的清扫维

护频率。 

2.3后勤环卫服务主体人事问题突出 

由于目前高校后勤部门并未完全建

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管理方面依然和

社会企业有一定的差距。在高校后勤人

事方面相对突出,特别是在环卫部门,因

工资偏低、常年与脏、累、苦等工作打

交道,多为一些下岗工人、农村人员或者

城市低收入人员应聘,且人员流动性较

大。工作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缺

乏专业技能业务人才、人员服务意识不

强。导致了服务质量、工作效率。 终

直接影响了环卫工作服务的结果。 

3 生态文明建设下高校环境卫

生工作的发展与创新 

3.1建立垃圾压缩中转站 

压缩式垃圾站是将收集起来的散乱

垃圾,通过配备的环保型压缩,设备实施

垃圾分类、压缩处理后外运的环保垃圾

压缩中转站。目前在各大中城市逐步推

广开来。其优点是：外观精致小巧,占地

面积小,隐蔽性好,空间结构合理。垃圾

在压缩、装卸和转运等作业过程中,全处

于封闭状态,空气喷雾除臭系统自动喷

洒消毒剂,消除臭味不再出现垃圾洒漏

现象。消除了垃圾产生的异味、蚊蝇等,

环保效果特别明显。室外遮雨棚可根据

周围环境设计成不同的造型,与周围环

境协调、外型美观大方。 

高校是书香飘逸的地方。为提升校

区环境卫生,在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建设新型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建成

后则可停止使用原有露天垃圾房、大型

垃圾桶,增加垃圾转运车驾驶员定时上

门到学生宿舍、食堂及各院系、行政等

单位收集袋装垃圾到压缩站进行统一分

类压缩外运。 

3.2环卫清扫自动化 

对于上文所述人员招聘难和校园面

积大清扫难的问题,高校可根据自身情

况实施环卫清扫自动化,购置一定数量

的垃圾除尘、清扫车辆,对校园主要区域

实施大面积循环清扫保洁工作,可节约

大量的人工也能保证清扫的及时和环境

的干净整洁。 

3.3推行垃圾分类和袋装化制度 

在高校内逐步试点推行垃圾分类和

袋装化制度,前期可以在校内公共场合

设置垃圾分类回收宣传,以生动形象的

方式对校内各部门宣导垃圾分类和袋装

化的方式,设定垃圾分类袋装化过渡期,

过渡期结束后实施强制袋装化和分类,

由学校主管部门对垃圾分类和袋装化的

效果实施监管。各部门在垃圾分类和袋

装化后,在固定的时间点置于固定的位

置,由垃圾清运部门逐一收集转运至垃

圾压缩站进行处理后外运。如此不仅便

于垃圾清运和压缩站处理,也符合当前

的节能环保的要求。 

3.4加强人员业务培训适应新模式 

在建立垃圾压缩站和实施自动化后,

将产生的大量富余人员,对富余人员必

须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上岗。按照考核

结果,对达到上岗条件的,将其内转为专

业化的垃圾收集、清运工人、垃圾车驾

驶员、洒水车司机、垃圾压缩站管理人

员；对不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可按照原有

的工作模式工作,通过培训,分配到校内

无法实施机械化的家属区、卫生死角和

卫生难点区域,按照原来的工作模式进

行清扫。 

4 结语 

高校通过环卫机械化、自动化后,

原来的垃圾房关闭,同时实施垃圾袋装

化和分类管理,环境得到改善；垃圾清

扫、垃圾处理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垃圾

清扫人员减少,原有人员按照培训考核

后分配到了垃圾收集、垃圾转运、校内

道路除尘、卫生死角清理工作中。整个

环卫工作的清扫、收集、转运、压缩、

外运的工作模式得到重构,在新模式下

校园环境面貌必然得到改善,对推进高

校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校可持续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 话 读 本 (2016 年 版 ) 连 载 十 三

[J/OL].http://www.xuexiph.cn/sy/2016db

/201605/t20160509_3342977.shtml,201

6,(05):3. 

[2]邱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高

校后勤管理体制革新[J].高校后勤研

究,2017,(06):9-11. 

[3]张慧.浅谈高校校园绿化美化的意

义[J].现代园艺,2020,43(14):13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