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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绿化管护工作浅谈

程晓文 张淑萍

[摘 要] 校园绿化是高校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但由
于各学校建设理念和发展侧重点的不同，部分高校校园绿化管护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管理技术落后、
管护人员素质不高、管护水平低的问题。针对各类校园绿化管护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此文认为只有因地
制宜的科学制定校园绿化管护标准，注重绿化管护人员技术培训，加大环保宣传和增加经费投入，才能提
高绿化管护水平，才能创造美好校园，实现高校环境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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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绿化是高校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
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改善和美
化校园环境，还有助于消除师生在长时间工作和学
习过程中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和疲乏，起到“环境
育人”的作用。绿化管护关系着校园绿化建设的成
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起来。

一、校园绿化管护的重要性

（一）校园绿化管护直接影响到整个校园的绿
化环境

有人认为校园绿化管护无非是定期浇浇水、除
除草之类的简单而低级的工作，没有专业性和技术
性可言。其实，校园绿化管护工作并非看起来那样
简单，可以说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长期
性，它包括了绿植花卉种植、植物保护、绑扎修剪、
浇水施肥、整体面貌维护、灾害防控等内容，贯穿
于所有绿植成活后生长的全过程。俗话说“三分种，
七分管”，校园绿化要达到预期完美的景观效果需
要高质量、高水平的日常管护才能实现。

（二）校园绿化管护是高校实现环境育人的根
本途径

高校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而校园绿化则是为了改善校园自然生态
环境，营造安静宜人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环境，打
造校园文化内涵、实现环境育人的目的。日常的绿
化管护是通过长期连续的生产活动，维护校园绿化
环境，使各种植物在有规律的四季生长变化中增强
校园环境的生态功能，提高环境品质，营造人文氛
围，保证人们宜居、宜学的自然环境的同时，使师
生在优美的环境中,感知大自然孕育的源源不断的
顽强生命力，激发其积极向上、努力学习、认真工
作的意识,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润物无声的提高师

生的文化和生活素养。

二、校园绿化日常管护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正确的认识致使重视程度不够

校园绿化管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

力、物力和时间。由于校园绿化管护没有收入，只

有投入，而且其特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又不直

接体现为货币价值。故在目前竞争激烈、办学经费

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致使有的高校领导只重视教学

科研，意识不到校园绿化管护是实现提升校园环境

建设和办学影响力必不可少的工作，对校园绿化管

护经费投入不够。虽然有的高校也重视绿化工作，

但多数是重建设轻管理，重规划轻养护，最终结果

是造成苗木成活率低，养护管理不到位，养护质量

较差，导致绿化景观效果无法体现设计规划的校园

人文环境内涵。
（二）缺乏先进的养护技术致使管护水平较低
在校园绿化管护工作过程中，由于对校园绿化

认识不够，人员配备不合理、相关技术培训少之又
少，绿化管理机械设备不全，出现管护人员专业技
术缺乏、年龄老化、技术断层、管护不到位的现象。
以塔里木大学为例：校园占地 2570 亩，绿化面积
约 1400 亩，除了植有不同品目的景观树、花卉以
及草地以外，还有苹果、香梨、红枣等果树品种，
而目前管护人员除少数几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员
工外，专业管护队伍不固定，多数从事一线作业的
都是没有进行过系统培训的临时人员，总体特点是
综合素质不高、工作效率低，缺乏先进的管护技术、
管护效果差强人意。现行的方法和措施也是做一些
比较单一、技术含量不高的粗放型的管护工作，如
按需浇灌和施药、简单修剪、清除落叶杂草、树木
越冬防护等常规的工作，与“三分种，七分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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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建设原则相去甚远，导致校园部分绿化区域发
展不平衡，有的树木种植密度过大、有的过于稀疏，
有的树冠过度繁茂、有的生长不良等。

（三）部分师生环保绿化意识单薄毁绿现象时
有发生

十八大以来，我国空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各
地都在加强恢复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建设”。但
目前护绿的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校园又
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对毁绿行为的管理权限少之又
少。师生对生态建设和护绿认识参差不齐，参与绿
化建设与保护的意识不强，毁绿现象在校园中时有
发生。除向绿地内乱扔垃圾，乱折花草树木外，很
多学生为出行方便破绿化墙成门、踩草坪成路，校
内居民擅自在树上栓绳凉晒、拴吊床或秋千嬉戏纳
凉，在草坪绿地骑车赛跑，随手采摘树上果实的现
象也经常可见，这些不良行为都给绿化养护管理工
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校园绿化管护工作的建议

（一）因地制宜的科学规划校园绿化布局
校园绿化不但要根据学校各功能区的需要进行

科学设计、合理布局，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当地的气候
和土壤等植物的生长条件，不但要使校园绿化体现出
办学特色，还要营造出优美雅致的人文环境。栽植的
树种花草应以本地的为主，既满足植物各自生长所需
的立地条件又要符合生长环境和功能需要。如塔里木
大学地处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边缘，气候干旱、沙尘
严重，夏热冬寒、土壤盐碱度高，校园周围、居民区
和教学区就要合理种植耐碱耐旱的乡土树种，而且要
适当密植和宽植，以增强其防风固沙作用。其它功能
区也要选择适宜的观赏树、花和草，才能保证花木成
活、生长旺盛，校园绿化的整体效果才能充分体现，
既美化环境又利于管理。

（二）科学制定校园绿化管护制度
只有规范操作技术标准才能明确管护工作目

标，确保管护人员依照规定调度、安排和验收管护
作业；只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鞭策施工作业单位
或个人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养护工作。最终使校
园绿化效果和绿化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在管护制度
和规范化建设的制定过程中，除了要科学制定灌溉
排水、病虫防治、修剪整型、种植移栽等这些常规
工作技术规范外，还要有监督管理和工作验收制
度，做到整个绿化管护工作科学可行、完整高效，
并从各个环节促进管护效果。

（三）加强校园绿化队伍建设提高管护水平
管理养护队伍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是保证校

园绿化效果的关键。加强绿化管护人员的专业技能
培训，有利于更新知识、提高认识、增强绿化管护
能力，使其更好的为校园绿化服务。培训可采取短

期集中培训、外出观摩学习、开展技能竞赛等方式。
学习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灌溉技术要点、
修剪实用方法、病虫害防治措施、草坪修剪技术等
等，使受训人员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养护的新技术，
提高理论认识的同时，实践能力也得到提升。对于
采用固定用工与临时用工相结合的学校，在签订用
工合同前对拟聘用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并考核合格，
或者聘用持有正规社会培训机构颁发的“园林绿
化”证的人员。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师生护绿意识
近年来国家颁发了《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建

设技术政策要点》、《城市园林绿化当前产业政策实
施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使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管
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校园绿化既然是城市园林
绿化的组成部分，也应遵守这些相关规定。学校在
开展各种教学活动的同时，还要对广大师生进行
“爱绿护绿”的宣传教育，通过建立高校“环保社
团”来发展环保护绿志愿者，提高师生的环境保护
意识，积极参与绿化美化校园环境，营造绿色校园，
共创美好家园。

（五）加大校园绿化经费投入
高校要把校园绿化工作纳入学校长期建设规

划,加大校园绿化管护专项经费,保证绿化物资的及
时供给和合理配置先进的园林机械设备,逐步实现
绿化养护机械化管理。对具有农林牧等试验资源的
学校还可以整合资源，利用大量的绿化、蔬果废弃
物和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生产有机肥，变废为
宝，减少化肥施用量，实现生态循环利用。

总之，校园绿化与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现代高校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高校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校园绿化，同
样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高校绿化管护作为决定校园
绿化成败的关键因素，必须直对问题加以解决，使校
园绿化管护工作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现高校建设和
生态环境建设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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