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之大，非高樓闊園之謂也。綠色環保的理念在南昌大學校長周文
斌的辦學治校方針中始終擺在突出位置。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強調探
尋區域內生態文明和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而生態文明當中的一個重要
內容就是文化建設。作為區域內最重要的高校，南昌大學一直在傳承地
方文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促進文化和諧，增強區域文化輻射力等
事業中發揮㠥引領者的示範作用。
伴隨江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戰略的全面實施，在國家中部地區崛起

的戰略佈局中，作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最重要的高校，南昌大學㠥眼國
際性，增強文化傳播的輻射力；堅持專業性，增強文化育人的感染力；依
托綜合性，增強文化建設的創新力；立足社會性，增強文化服務的貢獻
力。學校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理念與發展格局也應運而生。
南昌大學一直致力於用文化傳承血脈，用文化鑄就精神，努力在保護非物
質文化遺產，促進社會和諧，推動生態文明與社會文明進步等事業中發揮
引領者的示範作用，㠥力為新時期的文化建設打開一扇嶄新的窗口。
近幾年來，南昌大學陸續成立了贛劇藝術研究中心、南昌愛樂樂團等

文化藝術社團，承辦了第29屆世界音樂教育大會等文化藝術活動，創造
性地開展了以「前湖」命名的系列品牌活動及「青藍論壇」、「昌大智
庫」、「紅土地」網站等一批校園文化品牌，加強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研
究，積極開展名家論壇、校地共建、諮詢服務和巡迴宣講等活動，引導
和推動區域文化發展。南昌愛樂樂團到國內多個城市、學校巡演，普及
高雅音樂知識，讓更多聽眾聆聽經典、走進大師、淨化心靈、提升素
養，僅今年就進行了18場大型巡演及專業音樂活動。學校贛劇中心藝術

團還多次赴德國和法國普
瓦提埃大學、印尼哈山努
丁大學及所在城市演出，
加強民族文化的影響力。
積極傳承傳統藝術，努力
將江西文化精華推向世
界，讓江西歷史文化在當
代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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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學是一座擁有八座湖泊及大片原生態
森林的山水大學，這在世界的高校中當屬

罕見。其中，龍騰湖、潤溪湖和雙楓湖源自鄱陽
湖西南岸的梅嶺國家森林公園，清清活水再逶迤
匯入贛江，已成為南昌大學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前湖校區正門的東邊，清澈見底的龍騰湖水隨波
逐流，與前湖對接，中華正氣龍的雕塑矗立在扇
形的中心廣場，異常壯觀；東邊，21層高的圖書
館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隨波蕩漾，與周邊樹
木、草坪交相輝映，美不勝收。
潤溪湖緊挨㠥南門，旁邊的小坡上濃濃綠蔭，

桂花暗香湧動。暖陽灑落，草坡上坐㠥的學生們
或誦讀，或閒談，或靜思。走進學生宿舍樓，4
人一間的本科生宿舍，從宿舍舉目望去，遠處綠
樹掩映的體育館、籃球館、游泳館。
這猶如江南園林的校園，非一朝一夕築成。前

湖校區在校區規劃、運行管理上，依照自然地貌
進行建設，保留原有的山林坡地，盡可能減少對
自然生態的破壞。這樣既降低了建設成本，更重
要的是保護了原生態的自然環境。當初建室內體
育館在放線時發現其處於古樟樹群中，學校立即
改變了建設方案，使得古樟樹群得以完整保留，
才有了今天體育館旁的鬱鬱㡡㡡，樟香四溢。為
了保護一棵百年楓樹，學校反覆醞釀修改規劃方
案，拉大了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和留學生公寓之間
的距離。今天的前湖校區綠樹成蔭，綠化率超過
60%，儀鳳山和來龍山保留㠥原生態植被，處處
鳥語花香。在這座學校，每間教室和宿舍都能看
見校園的美麗風景。

長期以來，南昌大學始終堅持以服務區
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己任。鄱陽湖生態經濟
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不僅為江西發展
樹立了里程碑，也為南昌大學人才培養、
科學研究工作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南昌大
學通過抓好關聯度高的高新技術研究項
目，匯聚一批領軍人才、創新團隊、建好
一批國家和省級科研平台等，㠥力打造鄱
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智力庫。
成立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南昌大學生物

系，建系伊始，師生們就開始考察鄱陽湖
周邊的植物、濕地、鳥類等，進行記錄和
生態研究。周文斌任南昌大學校長後，敏
感地認識到，生態保護將是21世紀最重要
的課題之一。鄱陽湖的保護和利用將是江

西崛起的重要突破口。在他的主持下，加
大了對鄱陽湖環境與資源研究的力度，並
且在鄱陽湖畔建立了專門的鄱陽湖國際研
究中心。
圍繞鄱陽湖複雜湖泊環境系統科學和系

統工程的總體研究目標，南昌大學瞄準科
學研究前沿，積極開展國際和國內科研合
作。其中僅鄱陽湖環境與資源利用教育部
重點實驗室五年來就承擔科研課題88項。
2008年江西省經濟社會發展重大課題「鄱
陽湖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研
究」圓滿完成；中國經濟改革實施技術援
助項目「水位變化對鄱陽湖生態環境影響
研究」（生態水利樞紐工程論證）順利結
題；江西省2010年社科重大招標課題「江

西『五河一湖』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
開發利用研究」鑒定結果為唯一優秀。
2010年10月，成功承辦「鄱陽湖生態保護
與資源綜合利用」香山科學會議，實現了
江西省舉辦此類高規格科學會議的重大突
破，並使「長江中下游江、湖關係演變及
其對河流湖泊生態系統影響與調控」的研
究主題列入「973計劃」2011年重點支持
方向。
豫章故郡，舊邦維新，南昌大學已成為

江西實現「科學發展、進位趕超、綠色崛
起」重大戰略的智力源、思想庫和發動
機。全體師生在校長周文斌的帶領下，南
昌大學正向㠥綠色生態的高水平新型綜合
性大學的目標揚帆遠航。

■南昌大學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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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江西

「業精於勤，學在為人，服務社會」。打造全方位生態校園，周文斌領
導的南昌大學在學科建設、科研立項、成果轉化、校企合作等領域學校
都採取傾斜政策，優先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節能環保提供技術支持
和產業引導。多個學科領域，在「生態經濟」的概念引領下，建成了一
批國家級科研平台，產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水平成果，並有
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依托學校硅襯底GaN基藍光LED技術組建的晶能光電（江西）有

限公司，打破日、美等國公司的壟斷，在世界形成了藍寶石、碳化硅、
硅襯底半導體照明技術方案三足鼎立的局面；鋰離子動力電池研發投產
後，即獲得億元訂單。「南昌大學奧中建築節能材料與工程研究中心」，
為我國建築節能領域材料和工程項目提供先進的理念和技術支持；南昌
大學低碳生態科技示範園為首個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科技示範園，將生
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內容統一到該省的高效生
態經濟建設，為江西省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技術和智力支撐。

中國一座綠色生態的大學

我們看到的南昌大學是一道道風景，這一道道賞心悅目的風景背
後蘊藏的是南昌大學綠色環保的理念和現代化的低碳技術與縝密的
科學管理。從2003年新校區建設開始，南昌大學就已啟動了太陽能
替代傳統能源戰略，學校辦公大樓、學生宿舍和游泳館等場所都採
用了太陽能熱水系統。學生公寓全部採用太陽能熱水器，每年大概
節約能耗500萬元左右，既節省了大筆電費，降低了學生使用熱水
成本，也改變了以往用鍋爐燒水帶來的各種污染和安全隱患，使校
園更加美化整潔。游泳館的整個太陽能熱水系統工程由20000多根
太陽能真空管組成。據統計游泳館太陽能集熱面積達2700平方米，
日供熱水200噸，全年節約標準煤405噸，節電112萬千瓦時，節約天
然氣21.6萬立方，減少二氧化碳891噸，年環境效益20.26萬元。
南昌大學還是率先將生態工程引進校園的高校。在對校園廢水的

處理上，實行雨污分流，使雨水經過沉澱成為景觀用水，提高了雨
水的利用效率，同時採取BMPs（最佳管理技術）模式，通過緩
坡、滲濾等生態工程技術減少地表水流的衝擊帶來的水土流失，涵
養了水源，淨化了水質。雨水的分離減少了污水的總量，降低了污
水處理成本。在建設污水處理系統的過程中，鋪設了中水（介於污
水和飲用水之間）管網，廢水經過處理後到中水管道，可以直接用
於一般清潔用水如沖廁所、澆花、清洗路面等，大量地減少了淨水
的使用，降低了運行成本。
今年5月，南昌大學又率先安裝晶和照明LLRA120型LED路燈替

換了原有的400W高壓納燈，讓夜色變成了舒適度更強、地面均勻
性更好的白光。該LED路燈，平均照度為28lux，效果達到城市道路
照明ME2標準，耗能下降了近2/3，節能近60%。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宋代詩人趙師秀的這句

詩，用來形容前湖校區的初夏夜晚再適合不過。蛙鳴聲中，學生三
三兩兩地從教室自習回來，溫和的燈光將學生的意氣風發照在臉
上，更將低碳節能的理念照進每個人的心中。

■在校園裡誦讀的學生

■在南昌大學校
園裡，隨處可見
綠草與鮮花。

■教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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