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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

图示

如 厕 难 是 很 多 城 市 的 “ 通
病”。由于环卫公厕数量较少、布
点不均衡等原因，不少市民及游
客领教过一时内急却找不到地方

“方便”的那种尴尬。
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建成区

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有环卫公
厕 459 座，平均每平方公里 2.27
座，缺口约为150座。

然而，在中心城区、特别是
人口密集的建成区，短时间内要
找到地方新建公厕并不容易。因
此，我市将首先通过鼓励开放社
会厕所等方式来增加公厕数量，
这是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
一种良策。

不过，单位内部厕所毕竟不
同于公厕，对外开放所产生的经

济成本必须由该单位承担，为
此，市财政对海曙、江北、鄞州
三区开放厕所的沿街店铺按每年
0.3 万元/厕位，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厕位的标准给予奖补。而
从商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他们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宣传自我形
象的好机会，总体而言，利大于
弊。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单位能急
人之所急，免费开放内部厕所。
与此同时，市民与游客在使用单
位内部厕所时也应文明如厕，爱
护公共环境，不要干扰这些单位
的正常工作秩序。只有做到了这
些，免费开放社会厕所的举措才
可能在彼此的支持下走得更远。

（王芳）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为补足中心城区公厕数量不足的“短板”，我市鼓励沿街店铺向社会开放内部厕所。今
后，你只要看到某家店铺外墙上挂有蓝色“OK”标志，就可以进去免费如厕——

宁波公厕，离“OK”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王岚 通讯员 王佩佩

宁波是文明城市，公厕是城市形象窗口之一。
去年底，我市启动中心城区“公厕提质行动”，提出力争用三年时间，擦亮这一城市文明窗口，建立群众满意的城

市“如厕体系”。
为补足中心城区公厕数量不足的“短板”，我市鼓励沿街店铺向社会开放内部厕所。第一批 154 个开放内部厕所的

沿街店铺已经落实，并在 1 月 12 日举行了挂牌仪式，第二批的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因为家离天胜花鸟市场很近，
退休后的郑师傅爱上了养鸟种花，
时不时就往花鸟市场跑。最近，家
里人发现郑师傅去得更勤、呆的时
间也更长了，一问，竟然是因为

“如厕方便了，我就乐意在那里多
走走多看看。”

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郑师傅偶
然发现天胜花鸟市场对面“阿明嫂
大食堂”的外墙上出现了一个闪耀
的蓝色“OK”标志，“这不是内
有免费厕所的意思吗？”郑师傅想
起不久前看到过的新闻，于是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入内如厕。“这家店
的厕所在二楼，打扫得挺干净。店
家很热情，还问我要不要一杯热
茶。”郑师傅称赞道。

徐颖珍是这家店的女主人，她
告诉记者，店内有男女厕位各一，
有专人打扫，自己在这里开店近四
年，一直对外免费提供厕所，“只
是以前没有统一标志，人家不好意
思进来。现在有了‘OK’标志，
就不用担心啦。”她笑着说。

据她介绍，海曙区城管局与她
签订了沿街店铺内部厕所免费开放
协议书，而且还有补贴。“有没有
补贴并不重要，能参与这样的公益
活动我很开心。”徐颖珍说。

获郑师傅点赞、沿街商铺积极
配合的 “ 私 厕 ” 改 “ 公 厕 ” 行
动，就源于中心城区“公厕提质
行 动 ”。 这 项 为 期 三 年 的 行 动 ，
首要任务是补足中心城区公厕数

量不足、特别是人流量大的地段
公厕不足的“短板”。按照国家
相关标准，城市公厕布局密度应
在 每 平 方 公 里 3 至 5 座 。 目 前 ，
我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约 200
平 方 公 里 ， 有 环 卫 公 厕 459 座 ，
平均每平方公里 2.27 座。按每平
方公里 3 座环卫公厕计算，缺口
约 150 座。

“中心城区、特别是人口密集
的建成区，在短时间内要找到地方
新 建 公 厕 满 足 市 民 需 求 非 常 困
难，所以我们将首先通过鼓励开
放社会厕所等方式来增加公厕数
量。”市城管局环卫处处长余宁
说。为此，他们从去年起号召沿
街 店 铺 内 部 厕 所 免 费 向 公 众 开
放。因为开放厕所难免会增加清
扫、水电等费用，市财政还对海
曙、江北、鄞州三区相关店铺按
每年 0.3 万元/厕位，最高不超过
1.5万元/厕位的标准奖补，其他各
区由属地落实补助政策。

“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即引来市
民叫好，大家纷纷留言，认为此举
小成本大收益，体现了资源共享理
念。”余宁说，第一批 154 个开放
内部厕所的沿街店铺很快落实，并
在 1 月 12 日举行了挂牌仪式。“蓝
色主调的‘OK’标志，寓意为商
家对如厕公众欢迎，公众对商家认
同。”

目前，第二批申请开放内部厕
所的沿街店铺正在火热报名中。

你参与我奖补
社会厕所“补位”环卫公厕

在鄞州区贸城西路钟公庙文化
公园内，一座刚改建完成的公厕获
得了周边晨练的大爷大妈们的一致
称赞：“这个公厕交关好，考虑了
我们老年人的需要，除了干净以
外，还有专门给我们坐坐喝喝茶的
爱心驿站。”一位陈姓大爷说。

“这是我市首座‘互联网+公
厕’模式的智能化公厕。”鄞州区
城管局相关人员说，改造后的公厕
配有一体式感应小便池、自动感应
冲水坑位、自动感应水龙头、快速
烘手器……“使用者在如厕过程中
不需用手触碰任何设备，减少了与
细菌的接触几率。公共区域设置了
高低两种洗手池，方便儿童使用。
考虑到冬季天冷，洗手池还提供温

水。”该人士介绍说。除了爱心驿
站，公厕还有专为残障人士、老人
以及母婴设置的“第三卫生间”，
婴儿推车、轮椅等进出非常方便。
在无障碍卫生间内，拥有独立坐便
器、扶手、婴儿护理台等贴心设
备。

“配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又
被偷走啊？”一旁听介绍的陈大爷
忍不住抱怨，说现在好多公共设
施，装上没多久不是坏了就是被
盗，看了心里就生气。“我们在充
分保障如厕者隐私的前提下，在公
厕公共区域设置了视频、报警系
统、人流量统计等监测系统，也安
装了便民信息显示屏和音乐系统，
提供网络服务。”该人士回答说。

硬件越来越好
公厕文明提上议事日程

据介绍，目前中心城区环卫
部门已全面展开公厕提升改造行
动，外形美观、内部功能齐全的
公厕将越来越多。鄞州区计划到
2018年底完成改建 20座公厕、新
增 30座公厕的目标。海曙区选择
了 15座设施设备陈旧破损、功能
落后的公厕率先启动改造，目前基
建工程已完成。

位于联丰路上的联西公厕，男
女厕门上悬挂着日式半门帘，图案
精致；公厕管理制度上墙，标准清
晰。内设公共洗手台高低盆各一个。
此时，正好有一位老年妇女从“第
三卫生间”出来，她告诉记者，自己
就住在附近，如厕感受是“跟宾馆
一样，非常好”。说话间，就见负责
卫生的清洁阿姨已经在打扫了。

“海曙区的公厕大多建成早，

占地紧凑，因此我们在改造中会
更注重使用功能的提升，如男女
厕位比要达到 11.5 的标准，设
置冷热水系统，尽量划区间开辟

‘第三卫生间’，配上智能设备。”
海曙区环卫中心副主任吴慧华说。

记者注意到，该公厕西侧空
地上，还晾晒着衣物等个人生活
用品。对此，吴慧华表示，受我
市环卫公厕维护经费标准较低、
保洁力量配置不足等限制，以往很
多公厕管理员住在公厕管理用房
内，导致公厕作为公共服务建筑形
象不佳等问题。“这次提升改造，所
有住房将改造成爱心驿站，方便
市民和环卫工作人员歇脚，但不
再住人。”吴慧华说，整改正在逐
步推进中，预计春节后这 15座公
厕可以全新面貌服务群众。

长期以来，宁波公厕建设改造
延续了“问计于民”“服务民生需
求”的好传统。如我市 2002年起就
实行公厕免费开放，是国内较早实
行公厕免费开放的城市之一。公厕
服务时间，分为 24 小时开放和 17
小时开放（5:00-22:00）两类，其中
中心城区内 24小时开放的公共厕
所数量有 148座，主要集中在商业
中心、人流量密集处。城管部门已
累计动员近 800 家单位和公共场
所将内部厕所作为社会公厕向市
民免费开放。

不仅如此，宁波的特色公厕也
不少。如鄞州区的白鹤公厕，外立
面有绿化装点，显得生机盎然；日
湖公园西公厕，一块块复古青砖，
一扇扇镂空花窗，入口处还装有一
幅精美的青砖浮雕，室内播放着悦
耳的轻音乐，让人仿佛置身于古典
园林之中……

在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举
办的 2016“光大杯”系列“最美公
厕”评选中，宁波共有 9 座公厕获
得“最美公厕”殊荣。这既是对宁波
公厕绿化美化、公厕结构与设计使
用的肯定，也反映出我市的公厕管
理与提升一直“在路上”。

同时，宁波公厕的“软肋”也是
显而易见的。除了数量不足，还存
在维护经费标准较低、管理难度较
大、部分社会公厕环境卫生堪忧等
问题。对此，今年我市将在中心城
区建成区内新建（含项目建设配套
公厕）、改建公厕 134座。对独立式
新建公厕要求面积在 80平方米左
右，男女厕位比达到 11.5；全面
清理管理用房，将之打造为爱心驿
站；配置“第三卫生间”、无障碍设
施等方便女性和特殊人群如厕的
人性化设施。

“公厕小窗口，体现大民生”，
市城管环卫部门再次向市民发出
邀约，就新建公厕如何布局，哪些
公厕急需改建、怎么改建等问题征
求市民“金点子”。

活动推出的这一个月中，市民
反响热烈，纷纷建言献策。

有市民说部分公厕形象标志
不明显、不易找到，希望也能配上

“OK”标志，形成统一品牌。
还有市民就具体新建公厕点

位提出建议，如东钱湖白石北路
段、江东北路庆安会馆附近、白云
庄公园附近以及城区一些大型公
交站台周边等。还有市民建议，可
根据街头巷尾便溺集中地点设置
公厕，选择使用移动式环保公厕。
对公厕建设，市民认为应以实用为
主。还有市民对加强公厕管理提出
建议，包括提供免费卫生纸、加强
设施设备维护、提供茶水等。

对此，环卫部门将一一回复，
同时将梳理后的意见建议根据实
际情况予以采纳。

事实上，在新实施的《宁波市
中心城区“公厕提质行动”工作方
案》中，不少群众关心的内容已经
有了涉及。如三年实现核心区域

“10 分钟如厕圈”的目标，方便市
民快速就近如厕；创新“互联网+
公厕”模式，开发查询公厕手机
App；统一公厕“识别系统”，在公
厕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明晰、美观的
导向牌，便于市民通过导向指示及
时找到公厕。

“在公厕管理服务上，我市将
探索全面推进规范公厕保洁服务
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将环卫公厕工
作人员保洁作业与日常生活分开，
解决‘公厕之家’问题。”余宁说。

小窗口大民生
公厕提升邀市民共议

鄞州白鹤公厕“披”上漂亮“外衣”。

一家沿街店铺的外墙上，“OK”标志在夜里分外醒目。
海曙区环卫部门查看改建提升中的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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