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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创办于 1985 年的坪地六联
小学，历经 38年的岁月洗礼，存
在安全隐患大、空间利用率低、

人均能耗和碳排放高等问题，年

均用电量高达 34.3万千瓦时，年
碳排放量达 158.7吨。今年 3月，
由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

牵头，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署

启动了该校改造升级工程。

“本次改造秉持‘轻轻触碰

的附着式更新’理念，避免了大

拆大建，没有对建筑主体部分进

行大规模改造，仅相当于给大楼

洗个了澡、换了件衣服。”负责项

目改造的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

务署前期二科建筑工程师侯微

微介绍。以钢结构楼梯“绿盒子”

平台建设为例，改造团队采用模

块化、装配式、预制化和产品化

的施工方式，大部分材料都是从

工厂做好后运过来直接使用，缩

短了近一半的施工时间，大幅降

低了建设过程能耗以及对师生

教学生活的影响。

“与传统混凝土建筑相比，

钢结构建筑在制造和施工过程

中可减少 15%的碳排放量、59%
的粉尘以及 51%的固体废弃
物。”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研

究院绿色低碳研发总监魏莹说，

改造完成后的坪地六联小学通

过技术节能、光伏产能、智慧控

能、数据赋能，可实现建筑本体

年发电 14.5万千瓦时，基本实现
电能自给自足。同时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提高了 53.77%，实现减碳
6.5吨，能耗降低 78%。

走在校园里，位于学校东侧

的一座白绿色相间、标有“零碳

未来”字样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

注目。“这是全新改造完成的近

零能耗生态楼，集成了各项先进

低碳材料和设备。”魏莹说，此次

改造专门选用高能耗保温岩棉、

双层中空低辐射玻璃等新型材

料，减少建筑能耗，显著改善了

室内热舒适性，同时升级了空调

系统、照明系统，实现智能温控

和照明。

在近零能耗生态楼前，有一

个长 10.4米、宽 3.9米、高 3.2米
的灰色建筑，相当于一个“迷你

电站”。“这是集光伏发电、储能、

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的光

储直柔综合智慧能源箱，也是整

个光储直柔校园的能量控制中

枢，具备对市电、光伏发电、储能

和建筑物用电的平衡调节功能，

可为校园提供高效、稳定、柔性

的用电。”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

改革局低碳发展科职员黄奕文

表示，“光储直柔”是在建筑领域

应用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

和柔性用能四项技术的简称。它

将光伏、储能、直流配电系统、智

能电器有机融合并构成整体来

实现“柔性用能”，从而实现建筑

与电网之间的友好互动。“每年

七八月份是深圳用电高峰，而学

校正值暑假，用电量很低，‘迷你

电站’便通过智能协同实现削峰

填谷，这一微环境柔性用电的成

功实践，对大城市推动绿色用电

探索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生态楼二楼图书室，有

实时显示全校用能数据的大屏

幕。这是专门为绿色校园打造

的“智慧大脑”———能碳监控管

理平台。“教室里装配有智慧盒

子，集成了智能照明移动侦察、

环境监测、暖通控制等功能，可

上传数据到‘智慧大脑’平台，

学校通过‘智慧大脑’能实时掌

握校园的能耗和碳排放情况，

并通过数据分析及时进行能耗

调配，进一步提升学校的能耗、

碳排放等数据可视、可优、可管

能力。”侯微微说。

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还将

此前存在安全隐患且使用率不

高的花园改造为固碳花园，采用

透水铺装方式将雨水收集到微

气候雨水回收处理箱，经过消杀

处理后浇灌植物。黄奕文说：“学

校预估一年可回收再利用雨水

40吨，而通过对雨水进行收集利
用，既可缓解对自来水的依赖，

又能降低污水处理压力。”

“硬件环境搞好了，教育这

一‘软件’也要跟上。”坪地六联

小学校长易恒雄表示，坪地六联

小学一直以来坚持“校园碳汇”

教育理念，已开展了一系列绿色

低碳教育活动。比如，搭建零碳

展厅，并在楼梯间、走廊里悬挂

低碳教育展牌和挂画，同时组织

班级通过认养固碳花园里的高

固碳值植物，开办苗圃固碳积分

赛。通过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

传和生动有趣的互动活动，增强

孩子们的节能意识和环境意识，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种子。

建设绿色低碳小学只是龙

岗区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努

力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

范城区的一个生动缩影。作为深

圳的人口大区、产业强区，龙岗

区近年来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

全区规划布局、城市建设、产业

发展、生活引导等各个方面，使

这片山环水润、天蓝地净的土地

实现了能耗更低、环境更美、生

态更优的转变，已连续获评国家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广东省

第一批碳中和试点示范市（区）

等，2022年获得了全国唯一一项
“‘2022 年度低碳榜样’政府案
例”荣誉称号。

（据《经济日报》）

这所小学会发电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10月 1日
起正式施行。

《条例》将上海市野生动物

栖息地作为核心内容，相关部门

将在编制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方案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对原

生状态退化的栖息地进行修复；

对于建设项目可能影响栖息地

的，要求予以避让或采取措施消

除、减少不利影响。

此前，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

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据悉，

立法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

要求，形成了契合上海特点的制

度规范，助力“生态之城”建设，从

而为更高水平推进上海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

障。《条例》共有五章三十七条。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方面当日表示，在长三角协作方

面，该局将尽快与浙江、江苏、安

徽等长江三角洲区域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

协调机制，全方位形成长三角一

体化协同保护合作纽带。

该局将主动会同上海市市

场监管、公安、海关、民航、生态

城管执法等部门，加强线索移

交、勘验鉴定、督查督办、数据互

通等方面协同合作，对违规运

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以及依托网络市场进行违法

活动的情况进行联手治理，加大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据悉，上海是高度城市化地

区，建立具有上海特色的市野生

动物栖息地保护制度，为野生动

物资源生存预留更多空间是本

次立法的特色亮点之一。前期，

上海已开展了栖息地修复探索

工作。

法规生效后，该局将会同农

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和

完善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依

法严格查处破坏市野生动物栖

息地的行为；同时，发挥和提升

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服务

功能，促进其与周边社区的协调

发展。据介绍，对于原产上海、种

群数量极少的野生动物遗传资

源，《条例》要求通过多种措施予

以重点保护。据悉，上海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工作已

启动，以保障其种群数量和种类

的稳定。

该局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门

建立健全市、区两级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体系，指导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机构建立配备相应专业技

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的收容救护场所，并向社会公布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及收容

救护场所信息，确保因受伤或其

它原因需要救护的野生动物能

得到及时、就地、就近、科学的救

治和保护。

针对近年来一些野生动物

在居住区内分布扩散、干扰居民

正常生活的情况，《条例》明确居

住区内发现野生动物情况异常

的，可以向区主管部门报告，由

区主管部门负责采取措施。此

外，《条例》还从科学角度，明确

禁止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

殖的野生动物。

上海的近海岸湿地生态系

统和农林生态系统是迁徙候鸟

的主要栖息场所，沿海湿地更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公认为“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

上的重要中转站和生态敏感区

之一，小天鹅、白头鹤、黑脸琵鹭

等“明星”物种都是申城迁徙候

鸟中的常客。为保护这些珍贵来

客，上海将制定并发布野生动物

保护巡护工作指南，指导相关区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保护巡护方

案，在候鸟迁徙高峰期，加强对

候鸟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等重

点区域的巡护。

（据中国新闻网）

上海立法保护野生动物
建设项目为栖息地“让路”

在深圳市龙岗区坪地

街道，有一所由既

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近零能耗

小学，这里处处都能看到绿

色低碳的足迹：在固碳花园

里，扶桑、鸭脚木等固碳植物

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由建筑废

料制作而成的座椅点缀其间；

站在装配式建造的钢结构楼

梯上，光储直柔综合智慧能源

箱、微气候雨水回收处理箱、

风光互补智慧灯杆等绿色节

能设备尽收眼底……这是全

国首所光储直柔小学坪地六

联小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