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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织的胡同四通八达，京味十足的传统
四合院错落有致，再加上四处点缀的古树和绿
地，尽显老北京的旧城风采。近日，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地铁8号线鼓楼大街站织补项
目公众参与意见采信情况的通告》，为恢复因地铁
建设拆迁而缺失的历史风貌，鼓楼大街一带的胡
同街巷格局将通过“织补”逐渐恢复。未来，在
北京地铁8号线鼓楼大街站周边，旧有的胡同、院
落将重现京味。

所谓“织补”，就是在已经拆迁的区域，以原
有的胡同、院落为基础，重塑该地原貌。“经济发
展、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存在一些
矛盾之处，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民俗学专家高巍认为，像这样的织补修复工作，
能够再现古都风貌，使胡同文化尽可能地传承下
去，凸显出北京的历史文化魅力。

周边居民对这样的织补项目均表示关心和支
持，借着此次项目征求意见的机会，很多居民提
到了胡同内行车不便的问题。“在这里头开车还真
是一门技术活儿。”刘先生指着后视镜上的一道刮

痕告诉笔者，“我这辆车的车身比较宽，
胡同里会车和停车都很困难。你看这条
刮痕，就是前几天在胡同里蹭掉的。”

对此，北京市规划委曾就这个区域
的织补方案进行过公示。此次织补方案
提出，在保留历史街巷肌理的同时，会
在恢复过程中适当拓宽、疏通胡同，如
中绦胡同、玉阁胡同、玉阁三巷、国旺
西巷，将由原来的 3 米到 5 米，调整为 7
米。此外，北京市规划委也表示，由于
胡同内空间局促，可承载的交通量有
限，在历史文化街区内鼓励以公共交通
为主的出行方式。

大大小小的胡同承载着古都的历史
文化。但也有居民建议，这个地区的住
宅比例过高，是否应当充分挖掘地区旅
游、商业价值，学习前门、大栅栏作为
特色小吃和传统商业街。住在玉阁三巷
的王女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商业街到

处都可以建，但北京胡同一天天地在消失。我在
胡同里生活了大半辈子，骨子里对它的情感是没
办法割舍的。”

“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如果把它开发成商
业用房，一方面会使周围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高巍认为，
织补项目不仅体现了政府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
视，也标志着全社会保护文化的意识达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保护文化成为了公众的自觉行动和共
同责任。

实际上，根据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
制目录 （2015 年版）》 要求，在城六区内禁止新
建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设施。北京市规划委指
出，该区域与前门和大栅栏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商
业氛围不同，历史上这里先后作为兵营和普通民
居。因此，将此地设计为以居住为主、商业文化
设施为辅的功能是合理的。

另外，为满足公众的休闲需求，项目方案中
设计了多个小尺度的“四合院公园”、“胡同公
园”等公共绿地，保障开放性，提供集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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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那儿？
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
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
——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
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
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
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
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
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
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
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
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
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生园的路；以后就
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
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
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
夫 ，“ 到 了 吧 ？”“ 没 哪 。 这 是 海——
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
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
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
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
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

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
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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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
是六七分钟，才真到了。坐
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
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

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
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
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
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
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
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
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
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
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
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
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
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
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
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
搭过一两次。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
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
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
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
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
了 《我的南方》 一首歪诗。那时海甸
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
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
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
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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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10月出台 女厕位占比提高

北京再启“公厕革命”
本报记者 赵鹏飞

聚 焦 京 城

公共厕所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民众文明素质的反映。北京市市
政市容委近日表示，北京正在加大力度改善市民如厕环境，推出提高女厕
占比、加装通风系统、消除厕内异味等举措。今年10月，北京市新的公
厕建设标准有望出台。

“十三五”期间，北京将开启“第五次公厕革命”，对全市1.9万余座
公厕进行改造提升，北京街头300米到500米便会设置一处公厕，让市民
步行3至5分钟即可找到一处公厕。

本报北京电 今年 5月 18日博物馆日
期间，首都博物馆将开启志愿者专场之
夜，并面向社会征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北京文物。

最近一段时间，首博连续推出“妇好
墓展”与“海昏侯展”，在全国引起广泛
关注，众多志愿者每日在馆内参与服务工
作。为此，今年博物馆日期间，首博将对
北京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推出专场活动。首
博新闻发言人杨丹丹透露，届时，博物馆
将开放全部展厅，邀请志愿者们夜间参观
博物馆。此次活动受邀的志愿者数量将不
少于千人。

杨丹丹介绍，大多数“70 后”“80
后”都已成家立业，成为城市支柱，他们

承载了时代重要历史信息的文物实物及资
料，应该被博物馆所珍视、留存。此次征
集活动的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至8月18
日。征集的主要内容包括：反映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北京地区市民学习、工作、生
产、生活的各种实物、文字资料、影像资
料、照片等；反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
地区重要历史事件、重大成就的文物实物
及资料；反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地区
城市发展变迁的各类物品及多媒体资料。

“我们将在所有捐赠品当中挑选出 20
件精品，在10月1日首都博物馆建馆35周
年纪念日当天为入选捐赠者颁发奖品及捐
赠 证 书 ， 对 未 入 选 者 择 日 颁 发 捐 赠 证
书。”杨丹丹介绍说。

首博征集老北京物件 朝阳“城市书房”落成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首个“城市
书房”落户左家庄西坝河东里，同时
开展了“阅读与家庭、阅读与艺术、
阅读与关爱”等多项读书活动。“城市
书房”藏书量超过 4000 册，配备了电
子读报设备、盲人专用阅读设备和数
百册盲文图书，方便周边居民及残疾
人阅读图书和报刊。这间“城市书
房”是由朝阳区文委、残联和辖区内
企业共同打造的，旨在推进全民阅
读，解决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最后
一公里”难题。

图为居住在朝阳区左家庄的残疾
人在城市书房看书。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恢复老巷格局 传承京味文化

北京鼓楼大街“织补”现旧貌
郑 磊

北京钟鼓楼

北京环卫集团推出“第5空间”新型公厕。冯亚涛摄（人民网发）北京环卫集团推出“第5空间”新型公厕。冯亚涛摄（人民网发）

◎男女厕位比例不再“一刀切”

公共厕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但在城市里，不少人都见过这样的
情况：男厕门前冷落，女厕前却排成了长队。公共厕所
女厕位紧张，供给较少是问题。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
《北京市公共厕所建设标准》已通过终审，预计今年10月
即可出台。新标准中，男女厕位比例不再搞“一刀切”，
而是根据女性平均如厕时间为男性的1.5倍、不同地点男
女如厕人员数量来确定新建、改建公厕的厕位比例。比
如在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女厕位的比例可能会有所增
加；而平房区胡同中，男性上厕所的人数较多，则会根
据实际情况对厕位进行调整。

此前，2003 年实施的旧版公厕建设标准中，男女厕
位比例按照 1：1.5 设置，但由于厕位设置只统计蹲位，
所以，在这一比例下，女性蹲位仍然相对不足。此次新
标准注意到这一问题，在计算男女厕位比例时把男性小
便器也纳入了计算公式，将有助于提升女厕位的实际数
量，缓解女厕位紧张问题。

◎厕内将实现智能控温

北京提出公厕应以清洁、实用、环保为宗旨。新标

准明确，新建改建公厕将加装主动式排风除臭系统，有
条件的公厕还将在每个厕位旁安装通风管道。并且厕内
将实现智能控温，冬天温度不低于 12℃，夏天不高于
30℃。为符合环保要求，节水规定也会更加严格，要求
大便器冲水每次小于4升，小便器冲水每次小于1.5升。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求公厕冬天
的温度不低于 12℃，夏天的温度不高于 30℃，这个标准
是考虑到身体舒适度设定的。公厕建设实施市场化、招
投标建设，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安装暖气、空调、防热
板等方式调节温度。建设完成后，市政市容委将按照这
个标准检查考核公厕。

此外，公厕分为不同类别，以是否具备第三卫生间
及管理间进行分类。新标准对第三卫生间 （为有特殊需

求人群准备的独立卫生间，如方便子女带年长、行动不
便的父母如厕） 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要求。面积不小于6平
方米，配建管理间、第三卫生间的公厕为一类公厕，主
要分布在城市的主要道路两旁；仅配建管理间的公厕为
二类公厕，两者都未配建的为三类公厕。

◎2400余公厕覆盖WiFi

去年年底，北京市首个新型公厕样板间“第 5空间”
在房山区政府前广场亮相。这种新型公厕集如厕、缴费
购物、存取款、免费无线上网、电动汽车充电等多种功
能于一身，并新增了第三卫生间，放置有专为残障人
士、老人以及母婴如厕设计安装的各类设施。今年，北

京准备再建100座“第5空间”这样的具有多种便民设施
的新型公厕。

按照计划，“十三五”时期北京将消灭旱厕。相关负
责人透露，今年北京将率先对700座公厕实行服务品质提
升。其中，新建改建 200 座、集成便民服务功能 100 座、
无障碍改造100座、加装除臭防冻设施100座、旅游公厕
升级 200 座。未来全市 2400 余个由环卫集团管理的公共
厕所都将陆续实现WiFi覆盖。

据了解，根据已经编制完成的公厕普查实施方案，
“十三五”期间，北京将开展公厕普查，核实公厕位置、
坐标信息，摸清公厕管理、产权、运行维护等主体信
息，明确公厕运行管理责任，为智能环卫提供支撑。
2016年完成二环路以内公厕普查，2018年年底完成全市
普查。到“十三五”末期，北京街头300米至500米便会
设置一处公厕，市民步行3到5分钟即可找到一处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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