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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如果去一座城市旅游，大
多数游客的首选是游览山水景
观或了解人文地理。“来山西临
汾市旅游的外地游客，很难不
会会被临汾的‘五星级’厕所吸
引，甚至有很多外国游客是慕
名而来的。”山西省临汾市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自豪
地说道。

站在临汾市鼓楼广场上，
记者发现古建筑风格的公厕
与周边鼓楼建筑风格相得益
彰；在市区中，一些外观设计
成类似故宫、鸟巢、城堡等建
筑的公厕，也成为街头的一道
靓丽风景。

近年来，公厕作为展示城
市文明的窗口，受到越来越多
的城市管理者的重视。站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提高
公厕管理能力、提升公厕服务
水平？如何通过智慧公厕的建
设为市民带来了如厕幸福感？
公厕改革又将走向何方？这都
成为摆在相关管理部门面前的
课题。

因地制宜 改善如厕体验

厕所虽小，情系百姓。“公
厕革命”理念的提出，和早些
年全国多地厕所分布不均，数
量不足、脏乱差等问题有密切
关联。

“人有三急，如厕方便与否
是我外出遛弯时一直关心的问
题，人上年纪了腿脚不方便，公
厕的品质影响我外出活动的质
量。”年近70岁的北京市民葛
大妈向记者表示。

纵观北京市的“公厕革命”
史，不可谓不惊叹。

记者梳理发现，在改革开
放初期，北京市旅游事业大发
展，来自国外的游客成倍增长，

但是厕所的软硬件升级却远远
不能与国际接轨。当时外宾形
容夏天如厕有四步曲：“哭、跳、
笑、叫”。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北京市
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可公厕问
题拖了人们大步奔小康的后
腿。为了改造厕所，北京市政
府从1984年到1994年的投资
总额达到了 2500 余万元，各
区县政府也投资近 2500 万
元。北京市用这些钱共建了
上千座厕所，其中三类以上公
厕800多座。但是与当时北京
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相比，还
是远远不够。

当时，北京市由环卫部门
管理的公厕共有6800多座，如
果从数量上讲，北京的公厕已
堪称世界之最。但是，这6800
多座公厕的设施标准低，分布
也不合理。

为了解决老百姓出行在
外最关切的问题，北京市政府
在 1994 年 8 月首开先河，举
办了国内第一次公厕设计大
赛，掀起了北京“公厕革命”的
热潮。

经过20多年的不断改造

创新，近年来，北京市目前有

20800多座公共厕所，累计改

造公厕9549座，城市公厕等级

达标率达到99%。

记者梳理信息发现，在以
往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修订
和完善了《公共厕所建设规
范》《公共厕所运行管理规范》
《公共厕所建设成本控制标
准》等十多部标准规范，为扎
实推进厕所革命提供了政策
支撑。

不仅如此，北京市还充分
利用新技术推动“厕所革命”，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适合北
京市公厕品质提升改造的新技
术，有效地解决北京市公共厕

所有臭味、不节水和冬天冷夏
天热的问题。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
卫处处长周学胜表示，为解决
公厕除臭问题，北京市内公厕
均使用了低位抽排和新风技
术；为增加公厕亮度又考虑节
能的问题，使用了节能照明技
术；为解决冬天冷夏天热的问
题，在核心区公厕内安装空调，
确保公厕温度适宜。

目前，全国其他城市的主
题文化公厕也不断丰富，为过
往市民提供了高标准、更周到、
更温馨的如厕体验。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的公厕智慧管理系统在充分
保障隐私的前提下设置视频、
臭气监测、人流量监测、保洁
人员考勤、蹲位监测、公厕用
水、用电监测等监测系统，设
置便民信息显示栏，臭味监控
系统和报警系统。此外，“智
慧公厕”APP可以帮助人们快
速、精准地查询身边最近的公
厕，让“如厕”问题变得简单与
便利。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洗耳
池公园周边建起了，具有仿古
庭院式风格的公厕，显得协调统
一、相融成景。当地人史女士告
诉记者，每次晨练后步入公厕，
耳边立刻回荡起舒缓的音乐，

“这种古色古香的公厕很好地点
缀了城市风光。”

如何实现如厕自由

近年来，“如厕自由”这
一概念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
平台。

什么是“如厕自由”？周学
胜解释，“如厕自由”是市民公
众在有内需的时候，能够在一
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快速
找到公共厕所。周学胜说 ：

“如厕自由不自由受很多因素

制约。比如：找厕所的手段、厕
所的数量、公厕的分布和询厕
的数字化程度等。”

据4月13日高德地图发布
的《2021中国公共厕所图鉴》
大数据分析显示，杭州、北京、
拉萨等十个城市因为人均拥有
厕所数量最多，被评为“十大如
厕自由城市”；从各城市日均搜
索“厕所”次数来看，北京、成
都、上海等十个城市因为需求
极为“旺盛”，被戏称为“十大内
急城市”。

针对“十大如厕自由城市”
这一现象，周学胜称：“我们充
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推动公
厕上高德和百度地图，方便市
民游客如厕需求。北京在如厕
自由上正作出积极努力。”

记者梳理发现，按照北京
市最新人口普查数据2189.3万
常住人口计算，万人拥有公厕
6.1座，已大大超过国家每万人
拥有2.3座公厕的水平，建成区
每平方公里分布4.5座公厕，达
到居住区每平方公里分布3至
5座公厕的国家标准。

业内专家认为，在解决“如
厕自由”后，还应该拓展公厕功
能，继续完善设施，为公民带来
更好的如厕体验。比如增添手
机充电、饮料自动售卖机、书吧

等多功能便民设施，为群众提
供更人性化、更全面的服务。
还可以积极尝试安装LED显
示屏，探索公厕管理新模式。

改革需注重人性化管理

如 厕 体 验 感 来 自 于 哪
里？有市民认为洗手的水温，
也有市民表示是否有厕纸
……但在更多的女性群体眼
里，如何解决女卫里数量有限
的坑位与总是排起的长队成
为最关注的问题。

“北京市有些公厕就存在
男卫大、女卫小的问题。女性
卫生间永远是长队，着急如厕
的时候还得厚着脸皮往男厕里
跑。”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近年来，为优先考虑增加
女厕位，北京市海淀区对区内
255座公厕启动提升改造。针
对网友提出的“是否会把更多
空间适当优先考虑给女卫”这
一问题，周学胜谈道：“北京市
是一个旅游城市，我们充分借
助这次厕所革命，最大限度地
调整男女厕位比例。”

据了解，北京市在修订公
共厕所建设规范标准时，充分
考虑了男女厕位比例的问题。
新修订的北京市公共厕所建设
规范，要求男女厕位比例要按
照1:1.5建设，并且把男生小便
厕位也算在其中，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女厕厕位的数量，满足
市民如厕需求。

而在人性化管理方面，北
京市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
设行动方案要求，对公厕坡道、
扶手、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卫
生间等无障碍设施进行全面
整改，提升公厕无障碍环境，
保障残障人士、老年人如厕体
验舒适。

此外，一些城市的智慧公
厕系统已上线，让人“足不入
厕”便可对公厕使用情况一目
了然，也为环卫工打扫厕所提
供了便利。一名女性环卫工表
示：“之前打扫男厕的时候，我
都要站在门口大声问几次有没
有人在，现在只需要看看显示
屏就知道，省时又省力。”

““公厕革命公厕革命””显成效显成效人性化服务再升级人性化服务再升级

山东青州：
学垃圾分类知识
迎世界环境日

6月 4日，山东省青州

市云门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教育

活动，让小朋友们了解垃圾

分类意义，掌握垃圾分类方

法，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

惯，迎接6月5日世界环境

日到来。

人民图片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鼓楼广场的077号公厕在2016年获得中

环协最美公厕综合奖。山西省临汾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