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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评 说

出门在外，厕所好不好找，干
不干净，这很重要。一座城市的厕
所文化，体现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

前几天去了趟重庆。刚下飞
机，便一头钻进了机场的卫生间。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的马桶座
圈上覆盖着一次性塑料薄膜，只要
按一下马桶盖上的按钮，就可实现
自动更换。这种贴心的细节设计，
让我对这座城市的满意度瞬间提
升。

返程时，打算从宁波机场坐轨
道交通 2号线回家。当我提着行李
来到 2号线机场站时，突然一股浓
烈的尿臊味扑鼻而来，四下张望，
原来不远处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这
难道是让人“闻着味道找厕所”
吗？我下意识地看看走在后面的几
位旅客，希望这些初来乍到的异乡
客不会因此而对我们这座城市印象

不佳。
根据今年 7月市统计局发布的

公共厕所满意度调查结果，大多数
市民对我市公厕的硬件设施比较满
意，满意率达 94.9%。但受访市民
对我市公厕的软环境不甚满意，
65.2% 的 市 民 表 示 厕 所 有 异 味 ，
45.3%的市民表示地面、墙面和门
板不干净，43.5%的市民表示便池
不干净。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小空间展
示大文明。我市正在进行为期三年
的中心城区“公厕提质行动”，致
力于营造“环境整洁、空间有序、
服务文明”的如厕环境。目前来
看，我市的公厕在建设标准化、设
施现代化等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关键还是要在管理规范化、服务人
性化、使用文明化等软环境建设上
精益求精。

（王 芳）

小空间展示大文明

除了上述种种，市城管局还
引入共享经济与智慧技术，用于
公厕管理。

行走在街道上，笔者不时发
现一些店铺右侧墙面上挂着蓝色
手 型 “OK” 标 识 ， 十 分 醒 目 。
原来，这是鼓励沿街店铺向市民
免费开放内部卫生间的一项新创
意 。“ ‘OK’ 标 识 就 像 一 面 旗
帜，引导社会公厕积极参与。当
然我们也会进行适当的补贴，如
果管理不好，也会被摘牌。”市城
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自今年年
初实行这一做法以后，以环卫公
厕为主、社会公厕为补充的如厕
体系正在我市逐步形成。

根据国家旅游局联合高德地
图发布的首份城市开放厕所大数
据报告，宁波“城市开放厕所人
均拥有量”排名全国第一。

宁波公厕导视系统也在发挥
“互联网+”效应。该 App 除了可
定位导航市民所在位置方圆 3 公
里的所有公厕外，通过小程序还
能对厕所进行评价，看到公厕母
婴室、无障碍设施配置和开放时
间等信息。

“采用互联网技术，宁波正在
逐步完善智能导视、公厕标识、
地面导引等系统，方便公众如

厕。”市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今后还将在充分保障隐私的前提
下设置视频、人流量监测系统，
设置便民信息显示屏、臭味监控
系统和报警系统，全面提高公厕
文明管理水平。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小空间
展示大文明。只有抓好“厕所革
命”这样的关键小事，才能为宁
波的城市文明加分。

为此，市城管局将进一步抓
好公厕的数量配置和服务质量，
强化环卫公厕标准化拆建，加大
社会公厕的开放力度，构建覆盖
全面、布点均衡的公厕设施体
系，构建 10分钟如厕圈；加快推
广 公 厕 导 视 App， 推 广 中 水 回
用、太阳能供电、臭气控制等新
技术、新设备，让公厕成为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的公共建筑。

我市在提高旅游厕所建设质
量和健全管理体制的同时，将不断
加大文明如厕风气的倡导。开展厕
所文明提升行动，推动“文明如
厕”宣传教育进景区、进社区、
进农村、进校园；开展“文明如厕”
公共教育，引导居民和游客养成自
觉爱护厕所设备、保持卫生和文
明的好习惯，将公厕文明纳入文
明城市创建内容和测评要求。

公厕管理
用技术保驾护航

“厕所革命”：

于细微处见真章
——城市精细化管理系列调查报告之⑥
记者 张正伟 实习生 徐诗梦

公厕在细部设计上致力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张正伟 裘燕萍 摄）

数量增加、标准提高、服务优化……宁波中心城区“公厕提升行动”和宁波旅游厕所
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但是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民生工程和文明
工程，只有当所有人把这“方寸之地”当作展示文明的窗口，“厕所革命”才算成功。因
而，我们的调查就从观察市民和游客在公厕里是否做到“节约用水”“上前一小步”“面纸
用多少扯多少”这些小细节开始。

上周六，在上海工作的田莲凤
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在天一阁·月
湖景区游玩时，小家伙突然闹起肚
子来。正当小田一筹莫展之际，身
旁的宁波同学提醒她，景区里有

“第三卫生间”。
走进“第三卫生间”，里面空

气 清 新 、 地 面 光 洁 ， 婴 儿 护 理
台、儿童座椅、儿童马桶等设施
一 应 俱 全 。 把 小 家 伙 收 拾 停 当
后，田莲凤把这一幕拍照上传，
立即引来朋友圈的点赞，“宁波的
旅游厕所比家里的卫生间还要舒
适、干净。”

今年上半年，市旅发委牵头实
施 2018 年旅游厕所和公共厕所提
升工程，申报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
所 200 座，其中 35 座达到国家 3A
级旅游厕所标准。

与旅游厕所一样，数量更多、
分布更广的城区公厕的“颜值”和
内涵也在不断提升。

在宁波大剧院公厕，我市第一
个便民爱心驿站诞生了。笔者在现
场看到，落地窗、白色桌子搭配粉
红粉蓝的椅子，靠墙的柜子上整齐
摆放着微波炉、充电器、烧水壶和
医药箱，可以给进来休息和“方
便”的人提供添水、充电、热饭、

小憩等7项服务。
这个便民爱心驿站的前身是

公厕管理员住房。由于存在安全
隐 患 ， 在 新 一 轮 公 厕 提 质 行 动
中，市环卫部门统一取消了管理
房的居住功能，加以爱心升级。
现 在 这 些 公 厕 内 的 爱 心 驿 站 干
净、整洁，就像平常人家的四室
一厅。

“我们还根据厕所所处的位
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比如
大剧院是宁波音乐港的大本营，就
增加了一点音乐元素。下一步计划
让老外滩区域的爱心驿站体现宁波
百年港口的历史感和现代感。”江
北区环境卫生养护中心主任助理张
淑艳说。

据统计，中心城区目前已有
43 座 公 厕 管 理 房 升 级 为 爱 心 驿
站。市城管局牵头实施中心城区

“公厕提质行动”，今年确定新建或
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公厕 53 座，改
建公厕 99 座，配置满足各类人群
的如厕需求；新建、改建厕所男女
厕位比例达到 1:1.5，并不断增加
女性厕位的数量；设置“第三卫生
间”，满足家庭出行和母婴如厕需
要，全面配置无障碍设施，保障残
障人士如厕安全。

公厕提质
凸显“网红气质”

三江口是宁波的商业中心，人
流量大，这里如厕便捷吗？笔者近
日来到天一广场银泰百货店，只见
每层楼都有固定位置的卫生间，但
仅第一层有“第三卫生间”，第三
层设置了母婴室，而且“第三卫生
间”的门还关着。在东鼓道 B1 层
有两间公厕，皆配有母婴室，但其
中一间半掩着门，里面没有开灯，
黑乎乎的。

为了增加公厕配置，我市正鼓
励沿街店铺免费开放内部卫生间。
目前中心城区首批 300余座沿街店
铺的内部卫生间已经基本落实对外
开放，未来各市直单位、国有企事
业单位管理的首批社会公厕也将加
入开放行列。但目前看来，这些内
部卫生间的实时保洁等工作还有待
加强。

此外，新建公厕的选址也是
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公厕选址不
是一般的难，选址在小区比较显
眼的地方，居民有意见。有时一
部分居民同意了，另一部分又表

示反对。”市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
说，正是因为选址要照顾周边居
民各方面的感受，所以现在的公
厕大多选址在公园、绿地等公共
区域。

前几天，早班司机小郑路过锦
绣东城时突感内急，虽有居民指
点，但小郑在小区里转悠了好大一
圈，还是找不到公厕的位置。标识
难觅也是导致如厕难的重要原因，
笔者坐 906路公交车经过了好几个
红绿灯，仅在一个路口看到公厕标
识。

“我们也想过增设指示牌，曾
计划在地面上设计喷绘，但由于涉
及美观问题，这种办法是否可行，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市城管局工
作人员解释。据悉，城管部门已经
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宁波公厕导视
系统”，通过公厕导视 App，引导
市民和游客精确定位公厕。但从目
前情况来看，这个App的知晓率不
高，需进一步在宣传推广上下功
夫。

公厕增量
供给侧改革来助力

“这是公家的水，又不是个人
的，我为什么不能拿来洗车？”中
心城区一小区边上有座公厕，居
民李先生经常拿根橡皮管或直接
拎桶取水洗车。面对管理员的阻
止，李先生有点“想不通”。

“一瓶洗手液放在台板上，
没用多久就空了，有时甚至连
瓶子也不见了。”南部商务区一
公厕管理员看到一些人随意浪
费洗手液、卷纸，心里充满了
无奈。

还 有 人 在 挡 板 、 墙 壁 上 乱
画，或者“哗啦”一下抽出许多
卷纸。

……
公厕是公共场所，需要你我

来共同维护，只有文明使用细心
呵护，才能发挥它的全部功能。
从目前来看，我市公厕和旅游厕
所在建设标准化、设施现代化等
硬件建设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关键还是要在管理规范化、服务

人性化、使用文明化等软环境打
造方面精益求精。

针 对 卷 纸 被 过 度 使 用 的 情
况，市城管局动了一些“巧”心
思，比如在墙上张贴标语、设计
标尺，在合理范围内抽纸给予

“您是绅士”的评价，多抽了则是
“有点多了”，过度使用则提醒
“太浪费了，请节约用纸”。为了
提醒人们文明如厕，便池上经常
会有“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
步”“来也匆匆，去也冲冲”等标
语。

今年年初以来，市城管局大
力倡导公众参与公厕管理，让共
享共建理念深入人心。通过电
台、报纸、新媒体向市民宣传公
厕文明行为，征集市民意见建议
开展“厕所革命”。目前，市民要
求提供坐便器一次性卫生垫的建
议已在招宝山公厕试点；福民公
园安装了太阳能供电设备，用于
保障公厕用电。

公厕文明
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金雅男 制图

更多带有“OK”标志的社会厕所向公众开放。

（张正伟 徐守之 摄）
景区厕所干净整洁。（张正伟 裘燕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