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13

管理节能、科技节能、行为节能，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将节能理念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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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占地面积 78.6509万平方米，
现有全日制高职生 1.2 万余人，教职工
699人。

除了职业教育质量优异，这所超万人
的大型高职院校还因“节约型校园”建设
而闻名，学校人均能耗只占柳州市其他同
类高校的一半左右。出色的节能工作让
学校先后获得市、自治区以及国家级“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称号。这所节约
型校园是怎样炼成的？

管理节能：从细节抠起

将节能减排工作纳入学校
年度工作计划，加强制度化标准
化建设，把节能贯彻于日常管理
工作中

节约标语、节能设备、节约式办公模
式⋯⋯走在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
节约元素无处不在。一所高职院校，为什
么要如此重视节能工作？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社会
上到处都有资源浪费的现象，但却未引起
足够重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我们学校
希望通过建设节约型校园参与到建设节
约型社会中去，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柳
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瞿凡说，在项目推
进过程中，有人说节能项目投资回报率不
是很高，经过讨论后，学校还是统一了思
想，履行社会责任不能过度做功利计算。

为了推动节约型校园建设，柳州职业
技术学院将节能减排工作纳入学校年度
工作计划，从细微之处入手，加强制度化
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把节能贯彻在学校的
日常管理工作中。

制度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确立清晰
的责任体制。学校成立了节约型校园建
设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各部门中
层干部共 24 人为小组成员。在领导小组
下，由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设立节能办公
室。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处长邓亮顺告诉
记者，“采用这种机构设立方式，是为了在
进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时就把节
能因素考虑进去，不走回头路”。

从节能标准的管理、设备的安装改造
到宣传工作，节能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要
参与其中。“我们的工作内容繁多，但都是
围绕节能展开的，能够专心、专职干节能
工作，也让我们对学校的节能工作有整体
性的清晰认识，有利于高效推进节能工
作。”学校节能干事于枝星说。

除了厘清工作责任机制的大框架，学
校还十分注重节能管理细节。为了提升
场地使用率，学校推行大办公模式，尽可
能将办公设备进行共享，实现打印机网络
化发展，减少了打印成本。通过采用数字
化校园信息平台进行网络办公以及改革
流程审批制度，近年来，学校办公纸张消
耗大大降低。

学校还制定了一系列节能管理规章
制度和标准。“如冲水箱冲水阀水压、水量

标准、公共区域灯具感应及定时标准、节
能开水炉定时标准等，这些大家日常生活
中并不太关注的细节，都是我们在节能工
作中反复考量设计的内容。”邓亮顺表示。

科技节能：智慧校园有特技

学校引进了智能设备，构建
“智慧校园”能源管理系统，提升
节能水平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节约型校园建
设始于 2011 年。早期，学校主要采取完
善制度、更新硬件等措施，成效显著。然
而随着管理层面的逐步完善，学校节能水
平的提升也进入了瓶颈期，这时，智能设
备成了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推进节能工作
的又一利器。

2014 年，学校引进智能化设备，通过
构建“智慧校园”能源管理系统，提升节
能水平。能源管理平台拥有能源审计、
分项分户用电计量、用能诊断等功能。
通过能源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利用数
据库技术进行统计、分析、诊断、预测、用
能定额管理及能耗设备的自动化监控。

“管理人员在中控室可以通过屏幕实时
观测到每个区域、每类设备的能耗情况。”

于枝星说。
2016 年 11 月，学校工作人员在能源

监管平台上发现学校某区域用水异常，每
天水流量比其他区域多出 500 多吨。通
过异常数据分析，判断这里可能有漏水现
象。随后，工作人员进行了排查，锁定了
漏水点。施工人员经过抢修，堵住漏洞，
恢复了该区域正常用水。

现在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由 8个学校
合并而成，由于规划不一等历史原因，没
有存留下早期的地下管网线路图，地下管
网复杂、老旧，很容易漏水。且由于学校
地处山区，漏水下渗，地表难以发现。“没
有能源监管平台的帮助，我们很难发现这
种漏水情况。”邓亮顺说，自从能源管理系
统上线应用，学校已经处理了 5 处地下水
管堵漏，避免了每天 850吨水的损失。

有了能源管理系统，工作人员不但可
以一屏掌握能耗情况，还可以通过配置智
能电表，实现空调及照明灯等设备的自动
化节能控制。例如通过系统可以对空调
开关时间段做出控制，通过安装温度传感
器检测室内温度，可以确定空调开启条
件，对空调实行温度控制，还可以通过每
天多次的定时关闭空调，杜绝下班忘记关
空调的现象。

节能技术的应用远不止能源管理系
统。学校在官塘校区学生宿舍楼顶安装
了 100KW 光伏发电系统和空气源热泵系
统，将太阳能光伏辅热运用到学生热水供
应中；在食堂安装了节能生物油灶具、自
动洗碗机和油水分离器，节能生物油灶具
使用的生物醇油是以甲醇为主要原料的
高清洁生物质液体燃料，油水分离器不仅
能有效防止下水道堵塞，还能对油脂进行
回收利用，推进了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

近年来，学校的节能技术改造涵盖了
水、电、油等各个能源领域，先后开展节能
技术改造共计 40 余项。据测算，经过系

统的节能改造，学校每年可节约相关费用
134.61万元，年节能率约为 17.6%左右。

行为节能：培养节约意识

把节约意识的培养日常化、
专业化，贯穿于生活和教学中，
亦行亦教

环保时装秀、环保知识竞赛、限时分
类垃圾竞赛⋯⋯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次环保主题活动的内容，这样的活动在
学校十分常见。

“作为一个高等职业院校，每年有几
千名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我们有责任培
养他们的节约意识，让他们把这种意识带
到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如何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是学校管理层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把节约意识的培养
日常化、专业化，贯穿于生活和教学中，亦
行亦教。”瞿凡说。

节约意识培养日常化，就是要让学生
时时听到、处处看到节约标语。在柳州职
业技术学院校园内，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
节约宣传标语，报纸、宣传栏、校园网、校
园广播都是学校进行节约宣传的途径。
宣传内容包括生活中的节约能源方式、寻
找节能的窍门和方法。在用电开关、用水
器具、食堂餐桌等处，都可见各式各样的
节约标语，营造出良好的校园节约文化
氛围。

日常宣传之外，学校将节能减排纳入
专业教育体系，在环境工程技术、环境检
测与控制技术、工业分析技术等专业教学
过程中，不断充实节能、节水、节地、节粮、
节材等教育内容。同时，学校还将节能减
排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以灵活
多样的形式将节能环保的理念和要求纳
入学校思政课堂教学，让节能环保进学
校、进教室、进课堂。

北京延庆大庄科乡坚持

“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6年

香皂“洗”净小山村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通讯员 贾文程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
北京延庆大庄科乡，一个“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的
点子，让乡村的白色垃圾销声匿迹。村民笑称，如今
干净整洁的小山村，是用一块块香皂“洗”出来的。

又到了兑换日用品的日子，设在大庄科乡慈母
川村村口的兑换处十分热闹。村民们推着小车，排
着队，挨个儿把带来的白色垃圾过秤称重。乡保洁
队的专职人员按分量为村民们兑换成洗衣粉、洗洁
精、香皂等日用品。

78岁的村民张连用日常攒下的 35斤白色垃圾，
换了 5 袋洗衣粉、4 瓶洗洁精。“都是用塑料袋、水瓶
子，还有塑料泡沫儿换的。”她说，“这是我攒得最多
的一次”。她告诉记者，白色垃圾兑换日用品特实
用，“洗衣粉、洗涤灵、卫生纸都有”。

延庆区大庄科乡地处深山、人口居住分散，垃圾
收集运输难，要实现垃圾分类全民参与，需要想个好
法子。

2011 年大庄科乡市政市容所在环境整治工作
中，想到“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的办法，并制定了兑
换标准：1 斤白色垃圾，兑换一卷卫生纸；3 斤白色垃
圾，兑换一小包洗衣粉；6 斤白色垃圾，兑换一块香
皂⋯⋯

一开始，对什么是白色垃圾，村民们并没有概
念，大庄科乡专门组织村“两委”班子做宣传。

“白色垃圾嘛，就是塑料制品，弄到地上污染环
境，降解不了满天飞。”在村民眼中，一切可以换成日
用品的都是“白色垃圾”。“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活
动无形中也让村民学会了垃圾分类。慈母川村会计
李秀华说，除了积攒自家的生活垃圾，她平时还会把
村里村外的垃圾捡拾回家，分类装袋，堆在杂物棚
里，“这都是捎带手的事，大家都会这样做”。

在大庄科乡，“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活动已经
坚持了 6 年，收集白色垃圾已经成为村民的日常习
惯。

目前，大庄科乡按季度每年进行 4 次换置活动，
每年出动保洁队员 1044 人次、垃圾收集车 464 台
次，每年收集白色垃圾达 80 余吨，由市政市容所统
一分类、回收再利用。

“今年延庆正在创建文明城区，我们山区乡镇也
要全面落实‘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要求，将生态环境
建设抓好，将生态文明建设起来。”乡市政市容所所
长孙建军说，“‘白色垃圾换置日用品’活动，我们会
继续坚持搞下去，它可以增强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自
觉守护北京的青山绿水”。

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可以随

时监测到耗能异常。本报记者 袁 勇摄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发电之外，辅热可用于供应热水。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你的消费行为与地球有什么关系？
今年的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中，有

一项活动引发了人们思考：在参与宣传周
活 动 的 近 百 家 零 售 门 店 中 打 开 特 制 的

“渔”罐头时，发现罐内只有一张写着“你
的选择决定海洋的未来”的蓝色卡片，以此
来警示和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行为。“海洋
里没有鱼，这样的事会发生吗？”世界自然基
金会 （WWF） 市场转型项目总监金钟浩
说，“从1970年到2012年，海洋的生命力指
数已下降了36%。如果一味索取，不改变消
费习惯，海里没鱼的事也许真的会发生。中
国是消费大国，每个人消费观念的小小变
化，会汇聚成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

可持续消费唱响“三部曲”

在消费升级浪潮中，近年来，可持续
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新时尚。

2013 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世界
自然基金会联合成立了零售业推进可持续
发展项目，此外，还成立了中国零售业可
持续发展圆桌，16 家圆桌企业基本是零
售业的领跑者。这成为中国零售业推广可
持续消费的标志性事件。同年开始，协会
每年推出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

回顾 5 年来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秘书长裴亮说：“可持续消费的推进经历
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低碳减排做起，
零售企业开始建设低碳商店，并制定关键
指标；第二阶段，做好消费者教育，在连
锁门店里做相关宣传；第三阶段，绿色采
购，推动零售企业进行可持续负责任采
购，更多地采购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很多
环保人士见证了这5年的变化。就以绿色可
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为例，2013年，活动
覆盖了 4个城市、80多家店铺，今年，则
覆盖了120个城市、1500多家超市。

年轻人可持续消费能力最强

8 月 16 日，《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报
告》 在北京发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李岩教授发布报告时称，他们在10个主要
消费城市进行调查，收回问卷 9370 份。
调查结果发现，中国超过七成的消费者已
具备一定程度的可持续消费意识。值得注
意的是，20 岁至 29 岁的青年表现出较强
的意识和意愿，30 岁至 49 岁的消费群体
的可持续消费能力最强。另外，健康和安
全是选择可持续产品的主要因素，可持续
采购还是以自身经济和健康利益为主导。

调查发现，约一半中国消费者愿意为
可持续产品支付不超过 10％的溢价，而

可持续产品的实际溢价水平超过了支付意
愿；约 10％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支付意
愿，他们是撬动可持续消费的核心力量。

绿色光年创始人倪欢从 2014 年起，
在家里建设了 CIGS 太阳能薄膜发电站、
鱼菜共生系统、新能源充电桩、垂直小农
场。“这几年，我在家里接待了 4000 多
名访客。大部分参观者年龄在 30 岁到 49
岁之间，他们问堆肥桶从哪里买？红糖
酵素怎么做？我的家成了宣传环保理念
的社区小平台。”说到这些年的变化，倪
欢笑容满面，“我们还与居委会、业委会
合作，通过三方联动，把社区里一处建
筑垃圾堆场变成了新能源汽车停车场”。
她于 2015 年发起“绿色光年”活动，在
社区进行低碳环保教育，成为远近闻名的
环保人士。

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

目前，在餐厅、超市等地，不少产品
打出了“绿色”招牌，价格明显高于同类
产品。但让消费者疑虑的是，这些产品真
的“绿色”吗？品质到底怎么样？

《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 显示，
中国可持续产品市场目前份额占比少，尚
未形成规模。品牌效应的缺失制约着可持

续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加强相关产品信息
的推广和提高商业诚信度会进一步提升可
持续消费的市场潜力。第三方认证是有效
途径之一，但目前消费者对可持续标准与
认证的认知和认可有限。

消费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生产。
专家表示，可持续消费是个系统工程，能
有效倒逼绿色生产，形成产业链条，为全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能量。针对目前
可持续消费中存在的品牌效应缺失、消费
者环保意识有待加强等问题，各方需共同
努力。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官员蒋南青
强调，从绿色消费发展到可持续消费，是
把环境融入行业、企业、社区的过程。近5
年来，越来越多的参与方加入到这个行
列，了解可持续消费者信息，认知可持续
消费标识，购买可持续产品。下一步，他
们还将在可持续社区的建设方面下功夫。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表示，
行业协会能在推动绿色消费、绿色采购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协会在推动可持续
消费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将通过标准、调
研、平台、活动四位一体的协同，把各项
工作做实做透，让可持续消费成为连锁企
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消费者品质、科
学、健康理念的催化剂”。

我国可持续产品市场尚未形成规模——

可 持 续 消 费 还 需 加 把 火
本报记者 王 晋

守 护 一 湖 碧 水

近几年来，浙江省淳安县通过湖面垃圾的分类

收集处置、千岛湖生活污水“零排放”、游船污水“零

排放”等多项措施的实施，让千岛湖保持了“天下第

一秀水”的美誉。图为 8 月 16 日，环卫工作人员乘坐

保洁打捞船进行湖面漂浮物打捞。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