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16年11月28日 星期一社会经纬

公厕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更
是一扇展示文明程度的窗口。今年11
月，10家 4A级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摘
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厕所革命落
后”。厕所问题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
短板，也是外国游客意见最为集中的
“槽点”。臭气熏天、没有卫生纸、设施
损坏、没有坐便、缺少隐私等问题迟
迟难以解决。

此外，“臭味公厕”也影响着公
众健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
显示，厕所环境差会带来卫生隐患：农
村地区80％的传染病都由厕所粪便污
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其中痢疾、霍乱
等30多种传染病都与粪便有关。

作为厕所革命中的重要一环，旅游厕所的
建设正如火如荼。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全国已完成新改建旅游厕所近4万座，
累计完成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的69.11%。旅
游厕所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如厕难、厕
所脏乱差的现象有了显著改观。

而在农村，厕所革命也在逐渐铺开。住建
部有关人士称，农村改厕将作为“十三五”时
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点任务。此前，住建
部已在山东、吉林等省启动农村改厕试点，并
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百县示范。今年前10
月，山东省完成农村改厕354万户，农户使用
卫生厕所的比例已接近60％。除了可以显著改
善肠道和妇科疾病高发的问题外，农厕改造还

可以拉动太阳能、塑料等多个产业发展，促进
绿色农业发展，节约土地资源。

不过，一些地方在积极建厕的同时，也出
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有城市在公厕设置休息
室，用木地板装修，甚至配备液晶电视、沙发、音
响和空调，单个公厕就耗资几十万元。在步行
街、景区打造豪华五星级厕所，在游客较少的生
活区却疏于管理，造成公厕脏乱差。只顾面子，
不顾里子的形象工程引来不少的争议。

专家认为，“豪华厕所”和“脏乱差厕
所”都是供求错位的体现。公厕作为公共产
品，应合理、科学地满足公众需求。公厕等市
政设施建设时，应反映人文关怀和服务理念，
兼具实用性、功能性、完备性和宜人性。

“厕所革命”进行中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有些事情

是大家都讳谈的。比如每个人都需

要排泄的场所——厕所。古往今

来，很多文化都将其作为禁忌。

但是，这样的文化传统正随着

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

演进而广受挑战。在后现代文化学

者看来，这样的文化观念将人的自

然属性——排泄功能和人的文化属

性割裂开来。例如，亚里士多德

《诗学》中对古希腊悲剧的定义是

——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

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

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

的净化。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悲剧

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很原始，就是

为了让观众的情感在恐惧与怜悯中

得到疏泄。这种疏泄功能既有生物

性，表现为身体的痛哭流涕；又有

文化性，表现为思想观念受到洗

礼。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将这种疏

泄功能析得更极端，如弗洛伊德将

其解释为“一切排泄都是快感”。

在很多思想家看来，这些充满

先锋性且反传统的观点是有失偏颇

的。但客观来看，它的确在提醒更

多的有识之士，要关注人的生物本

能及其文化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

文化背景下，原本难以称为艺术的

事物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如波德莱

尔以描写“恶”为美，一些艺术家

开始以人的“生物性”“污秽”作为

灵感从事创作艺术。

这种艺术探索反映在现实生活

中，促使人们拿掉此前不愿意提及

的一些事物表面蒙着的那层文化遮

羞布。厕所就是其中之一。

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厕所是

承载污秽之物的场所。野蛮时代，

当人类获取食物还是一种难堪的重

负时，排泄场所和动物无异，就是

广阔的大自然。随着人类逐步解决

食物问题，建起第一座厕所，社会

文明开始萌芽。但囿于知识局限，

古人无力解决好排污、去味等“形

而下”问题，因此对排泄羞于启

齿，并发明了“如厕”、“更衣”这

样的讳语来代替。

而当人类文明进一步进化，城

市开始出现，有了众多的公共厕

所，并有了管理、研究这种解决这

些公共事务的专门机构之后，公共

厕所开始被看作人类环境文明的重

要内容。正如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

杰克?西姆所说：“看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厕。公厕

怎样，城市文明就怎样。”从某种意

义上说，厕所服务系统的完善与

否，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

人类对厕所的认识的阶段性进

步提示我们，厕所的演进是人类生产

力进步和科学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

更是人类文明素质进步的重要象征。

因此，现代厕所革命需要注意

在广大城乡投入足够且稳定的建设

和管理成本，同时需要在诸如自来

水及排污管网的统一规划、建设上

做好科学配套。更为重要的是，要

重建“厕所文明”，改变长期以来形

成的忽视厕所、厕所文化缺失以及

顽固的如厕陋习的影响。而要做到

这一点，需要社会引导、教育他

律，更需要个人自律。

只有厕所真正成为城市文明、

个人文化修养的窗口，厕所文明才

能说得上“落地生根”。

厕所文明
不可或缺

彭训文

“逛商场、去景区、看电影，最怕的就是去厕所。女厕所外，永远得有人在排队。”谈起自己的如

厕经历，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小马略带夸张地说道。眼看男厕所门可罗雀，女厕所却摩肩擦踵，这样的

经历，让很多女性苦不堪言。

不过，这样的窘境，有望逐渐缓解。不久前，住建部发布新版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将

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的比例提高到3∶2，人流量较大地区将达到2∶1。

女性如厕的“福音”，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厕所革命的一部分。2015年，我国新建和改造2.2万个

厕所，农村厕所普及率已达到75％。从增加女厕数量到改建旅游厕所，从布局城市公厕到推进农村改

厕，厕所革命的背后，是社会公平的追求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数据显示，人的一生中约有3年时间是在厕所里度过的。而根据相
关组织和学者的研究，女性如厕频率大概是男性的1.5倍，如厕时间约
为男性的2.3倍。这也不难解释，男女厕所一个“冷清”、一个“热闹”。

不过在我国，目前对厕位需求更强的女性，拥有的厕位反倒更
少。根据201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北京、广州、成都等9个
大城市，男厕位都比女厕多。数量最均衡的北京，男女厕位之比也
达到了1.22∶1。

这一现象，其实有据可循。1988年，我国城市公厕的第一个标
准《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中规定，“根据使用情况的不
同，男、女蹲（坐）位设置比例以1∶1或3∶2为宜。”直到2005年
实施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才有了“厕所男蹲（坐、站）位
与女蹲（坐）位的比例宜为1∶1—2∶3”的提法。

数名业内人士认为，2005年的标准尽管作出了解决厕位比“倒
挂”的努力，但仅仅提出建议，缺乏强制性。因此，在法律法规和
细则上未得到规范化，造成地方缺少执行动力。由此造成“女性如
厕难”问题迟迟难解。

不过，随着社会平等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对于女厕数量的关注
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广州、郑州等多地年轻女性上演
“占领男厕所”活动，引发各界关注。不少城市率先尝试推出改善公
厕厕位比例的措施。其中，无性别公厕的设立就是其中之一。

日前，上海首座男女均可使用的无性别公厕在浦东区正式启
用。该座无性别公厕有6个座便隔间、4个蹲便隔间，另外还有男性
小便间。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有关负责人说，设立无性别
公厕，既有利于科学配置男女厕位，解决女性长时间排队的烦恼，
也避免了一些商业繁华区和景区难以保障公共厕所空间的困境。

而在北京，今年也有一批无性别厕所投入使用。据项目发起
方、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杨刚介绍，北京已有30多个机构
设立了类似的性别友善厕所。他认为，通过此举，可以推动社会观
念的进步。

不过，无性别厕所的设立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支持者认为，
无性别厕所能够有效解决女厕厕位不足的问题，也会避免带孩子老
人如厕的尴尬。质疑者则担心，这类公厕容易造成个人隐私和安全
等问题。

对此，杨刚表示：“如厕和隐私并不矛盾。只要管理得当，就能
最大限度确保隐私和安全。当然，这也需要管理单位加强管理。”

有专家分析，无性别厕所的设立，既是在现有条件下的一种解
决方案，更是一种社会理念的引导。事实上，对无性别厕所的担
忧，主要是由部分如厕者的不文明举止引发的。因此，在设施建设
的同时，如厕文明和如厕礼仪的普及同样重要。

各地出招 解决“女性如厕难”

林森是一名北京的“跑马”爱好者。平日里，他
常常在周末路跑。不过，长时间的运动中，找厕所却
成了难题。“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往往都设有移动公
厕方便选手。可是在平时，想找到一间干净的公厕
确实不太容易，有时不得不到肯德基‘蹭厕所’。”

日常生活中公厕难寻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
上演。作为城市文明的尺度，我国的公共厕所数量
虽然逐年增加，但从2010年开始，每万人拥有的公
共厕所数量却持续下滑。2014年，每万人拥有公厕
数量还不到3个。

据有关公厕布局的要求，流动人口密集的
街道应每300米到500米设置一座厕所，一般
街道千米内设置一座公厕。但在实践中，这一
标准往往难以达到。公厕数量少、空间分布不
均，造成了游客“提裤满街跑”的窘境。

规划做不好，建设和管理就很难跟得上。
有的开发商、建筑单位不愿建公厕，相关验收
单位默认“不建公厕”是潜规则。规划上，不

起眼的公厕说省就省；管理上，公厕的运营经
费也相对较低。据媒体报道，北京城市二类公
厕的定额财政拨款约为每年7万元，而实际运
行费用却超过8万元，支付了清扫人员人工费
后，有时连水电费都不够。

厕所不大，牵出的却是城市管理的大问题。
日前，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我国城市公厕建设
要做到新城新区不欠账、老城老区尽快补上。将新
建公厕用地纳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禁止擅自占
用或者改变用途。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医疗卫生、
交通客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要明确配建
公共厕所的数量和建筑面积，并与项目主体同步
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业内人士分析，公厕改革需要细致便民的
考量，也需要宏观和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政
府在做新区规划和老城改造时，对于公厕的投
放位置、建设设计应更科学、更便民，才能让
公厕不再“隐身”。

规划入手 不让公厕“隐身”

短板要补 但别豪华过度

市民从吉林长春街头一

新型免费环保公厕前经过。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9月27日，在山西太原晋祠景

区，女性游客排队上厕所。

中新社记者 韦 亮摄

说起公共厕所的管理，日本是一

个很好的案例。无论是在饭店、商

场，还是在地铁车站或街边小饭馆，

厕所的墙壁、地砖和卫生洁具等都锃

亮洁净，也没有马桶漏水或厕所门插

销坏了等烦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

这些厕所都没有难闻的气味。这一

切，源自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

“公厕革命”。

位于日本静冈县的伊东市，是日本

“公厕革命”的发起者之一。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伊东市把公共厕所看作自

己的“脸面”，在各观光景点设置了一

些外观特殊的厕所，干净清洁是标配。

1985年，日本成立了日本厕所协

会。协会提出“创造厕所文化”的口

号，每年都举行“十佳公共厕所”的评

选活动。在日本，公共厕所投入使用

后，清洁和管理工作很多是由居民志愿

者承担的。近年来，日本还注重开发便

于残疾人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使用

的厕所，新一代厕所一步步地走进日本

人的日常生活。

日本的公共厕所管理有以下特点：

（一）细致入微的干净整洁。现阶

段，坐便式的抽水马桶在公厕中普及度

越来越高，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不

太卫生。因此，日本人对垫圈卫生十分

在意。除打扫者对垫圈细心消毒之外，

很多厕所还备有挥发性很强的消毒液，

用纸擦在垫圈上，可很快杀死病毒和细

菌；许多公厕配有纸垫，成摞地挂在墙

壁上，撕一张放在垫圈上，用完可以冲

到下水道。

（二）注重科技元素的引用。在一

些医院，除了一般的红外线感应器小便

池外，还有许多配有脚下电子秤的马

桶。在使用马桶时，电子秤会测出用厕

人的体重，旁边的扶手会量出血压、心

跳，马桶内的化验仪器会分析出粪便中

的蛋白质、红白血球和糖分，这些数字

会在厕所内的屏幕上显示，同时又会作

为资料输往电脑健康中心。

（三）辅助设施配备到位。日本很

多公共厕所门口的标志是“化妆室”。

进“化妆室”上厕所，不需要自备卫生

纸。所有公共厕所都配有专用手纸，柔

软吸水。据统计，日本人一天的如厕用

纸量是8米左右，仅次于美国、加拿

大，居世界第三位。

（四）奢华享受不白给。据报道，在

日本东京，休息日上街逛商店，上厕所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上一趟普通厕所需要

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十几元至几十元不

等，上趟高级厕所可能要花费到200

元人民币以上。有的高级厕所，在如

厕时可以选择播放不同类型的音乐，

女性上厕所时还可以按键发出抽水马

桶的声音，把上厕所的尴尬声音遮盖

住。还有些高级蹲位的设计更是出人

意料，竟然像个单人沙发——到底是

在上厕所还是在享受，让人傻傻分不

清。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

一分钱一分货，想上好的厕所，简单，掏

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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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在山东临沂郯城县马头镇益民村，两名

小朋友在改造好的厕所内玩耍。 中新社发 房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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