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废弃物及环境污

染安全治理
学校是知识传播和社区生活的枢纽,但也面临着废弃物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挑

战。学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废弃物得到安全处理,减少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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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废弃物的种类及特点

纸质废弃物

包括各类纸张、笔记本、教科书

等,是学校最主要的固体废弃物。

这些废弃物可回收利用,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

塑料废弃物

包括瓶瓶罐罐、包装袋、一次性

餐具等,由于不易降解,需要专门

处理。

厨余废弃物

学校食堂等产生的厨余废弃物含

有大量有机物质,可通过堆肥等

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学校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污染

学校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如

纸张、塑料、化学品等, 

如果不当处理会严重污染

周围的空气、水体和土壤,

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

资源浪费

很多可回收利用的物品被

直接丢弃,造成宝贵资源的

浪费。这不仅浪费资源,也

给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健康隐患

一些有害废弃物如化学试

剂、医疗废弃物等如果处

理不当,可能会污染食品、

饮用水,危及师生健康。



学校废弃物管理的重要性

环境保护

妥善管理学校废弃物

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保护周围的生

态环境。

资源利用

通过分类回收利用学

校废弃物,可以减少

资源的浪费,实现可

持续发展。

师生健康

及时清理和处理学校

废弃物,可以预防疾

病传播,维护师生的

身心健康。

校园形象

良好的学校废弃物管

理能够改善校园环境,

提升学校的形象和声

誉。



学校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该法规明确了学校等单位对所产生的固体废物

必须进行分类收集、储存、运输、处理处置的

责任。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定》

该决定要求加强学校等场所的环境管理,制定

学校固体废物管理规范。

《学校环境卫生标准》

该标准规定了学校生活垃圾和实验室废弃物的

分类管理要求。

地方性法规

许多地方政府还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对

学校废弃物管理做出更具体的规定。



学校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储存

废弃物分类

根据废弃物的成分和性质进行分类,如普通生活垃圾、可回收废品、有害化学品等,以确保

后续的正确处理。

专用容器

使用不同颜色和标签的废弃物收集容器,方便师生快速识别和分类投放。

分区储存

在学校内设立专门的废弃物暂存区,分区存放不同类型的废弃物,并采取防渗漏、防火等措施。

定期清运

及时安排专业的废弃物清运公司定期收集和转运,避免在学校内积压造成二次污染。



学校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废弃物分类收集

学校建立完善的废弃物分类回收

体系,鼓励师生将纸、塑料、金

属等可回收物就地分类,实现资

源的二次利用。

有机废弃物堆肥

学校将食堂剩余的厨余垃圾和园

林绿化修剪后的植物残留,通过

专业的堆肥设备转化为优质土壤

改良剂。

电子废弃物回收

学校鼓励师生主动上交报废电子

产品,由专业回收商进行拆解和

无害化处理,减少有害物质流入

环境。



学校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焚烧处理

高温焚烧可以有效地分解有机废弃物,减少体

积并消除细菌和病毒。同时还可以回收焚烧过

程中产生的热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填埋处理

经过分类和预处理的废弃物可以安全地填埋在

专门的卫生填埋场中,避免二次污染。填埋场

需要严格的防渗漏和渗滤液处理措施。

化学处理

一些有害废弃物可以通过中和、氧化还原等化

学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降低对环境的危害性。

该方法适用于部分难降解的化学品。

生物处理

利用微生物降解有机废物是一种环保又经济的

方法。如堆肥、厌氧消化等生物技术可以有效

减少有机废弃物的体积和毒性。



学校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

1 评估需求

针对学校具体情况,评估废弃物种类、数量

和特点,确定合适的处理设施规模和技术。

2 选择适用技术

根据废弃物特性,选择焚烧、堆肥、厌氧消

化等符合环保要求的无害化处理技术。

3 设计处理场所

选择合理的地理位置,设计符合规范的废弃

物储存、处理和运输区域。

4 确保安全运行

建立健全的操作管理制度,配备专业技术人

员,确保处理设施安全、高效运行。



学校废弃物管理的资金保障

充足的财政预算

学校应该确保足够的财政预算用

于废弃物管理,包括收集、处理

和回收利用。这需要学校制定长

期的资金保障计划。

政策法规支持

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为学校提供财政、税收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确保学校废弃物管理

工作有法可依。

社会动员参与

学校应动员社会各界,如企业、

NGO等,通过捐赠、赞助等方式,

为废弃物管理提供多渠道的资金

保障。



学校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化学品

学校实验室、维修车间等区域使

用的各种化学品，如酸碱溶液、

重金属化合物等，如果管理不善

易造成环境污染。

废弃物

学校产生的生活垃圾、实验室废

液、医疗废物等，如果未经妥善

处理就直接排放或堆放，会污染

土壤和水体。

废气排放

学校食堂、实验室等会排放一些

有害气体或粉尘，如果不设置适

当的排风系统会污染校园空气。



学校环境污染的危害

健康隐患

学校环境污染可能导

致师生接触有毒物质，

引发各种健康问题，

如呼吸道疾病、皮肤

过敏等，严重影响身

心健康。

教学质量下降

严重的环境污染会扰

乱教学秩序、影响师

生注意力集中，降低

教学质量,阻碍学校

正常运转。

校园安全隐患

如废弃物堆积导致的

火灾隐患、污水泄漏

引发的安全事故等,

都可能威胁师生生命

安全。

环境破坏

长期的环境污染会破

坏校园生态环境,使

原本绿色优美的校园

面貌变得肮脏恶劣。



学校环境污染防治的重要性

学生健康与安全

学校环境的污染会严重影响学生

的身心健康,可能导致呼吸系统

疾病、皮肤过敏等问题,甚至威

胁到学生的生命安全。有效防治

学校环境污染,是保护学生健康

的重要举措。

学校社会形象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如果环

境污染严重,会大大损害学校的

社会形象和公众形象,影响学校

的声誉和教育质量。学校必须重

视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可持续发展

建设绿色环保的学校,不仅能够

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也有利于培养师生的环保意

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是学校应尽的社会责任。



学校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

全面性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全

面涵盖了学校环境污

染的预防、治理、事

故应急等各个方面,

为学校环境管理提供

了法律依据。

严格性

法律法规规定了明确

的排放标准、处罚措

施和责任追究,为落

实学校环境保护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

保障。

科学性

法律法规的制定充分

结合了学校环境污染

的特点和规律,体现

了专业性和前瞻性,

确保了防治措施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可操作性

法律法规明确了各方

主体的职责和权利,

为学校环境污染防治

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

和程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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