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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孙艳 盛丽

吃喝拉撒乃是最
平常的小事。 而公共
场所的如厕体验是老
百姓感知社会和服务
的重要窗口之一。 切
莫小看如厕小事， 近
两年， 随着 “厕所革
命” 在全国各地的广
泛推广， 越来越多的
人们从如厕小事中感
受被尊重的温度， 获
得感从公共服务的方
格子里悄然而生。

厕厕所所革革命命牵牵动动社社会会大大民民生生

【调查】
如厕体验首先重视干净卫生

如今的城市公共厕所， “脏
乱差” 早已成为历史。 随着近年
来公共卫生设施的逐渐完善 ，
人 们 的 如 厕 环 境 也 是 越 来 越
好。 对此， 北京女孩王婧很有体
会， 80后的她打小生活在东城胡
同里， 对于以往公共厕所的环境
记忆犹新。 “我以前住在永定门
附近一条东西向的胡同里， 大杂
院中的居民上厕所可真是个难
题。”

脏、 黑、 坑位少是王婧对于
上个世纪80年代公共厕所的记
忆。 “每次上厕所都要走很远，
而且厕所黑乎乎的 ， 坑位少不
说 ， 坑位与坑位之间没有隔离
物。 小孩使用时无所谓， 但是大
人还是很尴尬。”

王婧回忆， 一到冬天上厕所
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那时候打
扫厕所也不是很正规， 坑位旁边
都是用水冲 ， 温度一低就会结
冰 ， 特 别 滑 。 ” 王 婧 抱 怨 道 ；
“有一次， 我有个邻居小姐姐就
滑到厕所坑里去了。”

和王婧的记忆雷同， 市民张
先 生 对 于 三 十 几 年 前 北 京 大
街 上 的公共厕所也很 “难忘 ”。
“卫生太差了。 和现在真是差太
多。 现在的公共厕所硬件有很大
改善 。 ” 张先生举例说 ， “比
如 ， 现在公共厕所都会提供手
纸， 而且坑位都是金属构造， 人
使用时不会看到坑中的污物， 和
楼房中设置的厕所没有太大的区
别。 但是以前捏着鼻子都难闻。
再有， 现在老人用公共厕所也不
用发愁了。 有设置的坐坑， 而且
也很干净。 不像以前， 老人上厕
所那么难。”

尽管公共厕所在卫生和硬件
设置上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一
些人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共
厕所配比还是应该提高些。” 李
照说， “胡同的配比要和居民密
度相匹配， 还有楼房居住区也不
能忽视公共厕所的配比 。 有一
次， 我去一个超市买东西， 但是
超市并没有厕所。 没办法， 只能

找到一家餐馆使用厕所。”

旅游如厕体验高于城市
公共服务

除了干净卫生， 越来越多的
公共厕所开始注重如厕环境、 洗
手水温等其他人性化的设置上。

“最近两年， 旅游景区的如
厕体验确实越来越好了。” 采访
中， 虽然少有人知道厕所革命的
具体措施， 但对于很多旅游景区
的如厕环境好评如潮。 市民张女
士上周刚刚去过京郊密云的古北
水镇， 对于那里的如厕环境， 她
印象深刻。

“景区里的厕所看起来还挺
别致， 古香古色的。 设计风格既
符合古镇特色， 又让人感觉不唐
突， 很舒服。” 张女士告诉记者，
沿着景区游览图的指示， 古北水
镇五十多处公共厕所掩藏在古建
筑当中， 从外观上来看， 已与这
个北方水镇融为一体。

此外， 厕所旁边配套休息室
的做法也让张女士很是感动 。
“在等待同伴的时候， 可以在休
息室里等待休息 。” 张女士说 ，
休息室里配有宽敞的沙发 、 座
椅、 饮水机， 并搭配轻音乐、 装
饰画和鲜花， 环境非常舒适， 可
以满足游客休息、 接打饮用水、

放松心情的需求。
同时， 景区公共厕所内为避

免游客滑倒而铺设的塑胶地板、
部分蹲位前侧还设置了供游客放
置大件物品的双层置物架、 区分
成年和儿童使用的盥洗台等设
施， 这些无不增强星级景区的细
致体验 。 而随处可见的盆栽绿
萝、 定时控制排气换气扇和喷香
机， 及时消除各种异味。

无障碍厕位还专门配有抗菌
扶手架和感应抽纸盒， 方便残疾
人使用； 儿童厕位内卡通造型的
垃圾桶， 让小朋友爱上文明； 便
于父母带异性小朋友、 老人使用
的无性别 “第三卫生间” 以及覆
盖全景区的免费Wi-Fi， 都在为
游客提供极致的细节体验。

张女士说， “从这些人性化
的设施上，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景区周到的服务和被尊重感。”

与此形成对比的， 是市民对
于公共卫生环境的评价，“公共厕
所的环境能达到干净卫生就不错
了。 没有更好的要求了。 ”职工辛
晓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然， 我们也理解城市服务的不均
衡性， 很多公共厕所的服务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 但我们也期待全
市所有的公共如厕环境都能达到
较高的水平， 让人人都可以感受
到厕所革命所带来的舒适体验。 ”

【探索】
朝阳广推“厕所革命”

重在运营与管理

从世界闻名的奥运鸟巢、 水
立方， 到 “潮人” 必去的798艺
术区、 三里屯酒吧区， 还有最具
人气首都图书馆、 欢乐谷， 努力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朝阳区， 拥有不少重点文化
设施， 为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 从2016年以来， 朝阳区旅
游委把 “厕所革命” 也列入了重
点工作。

简单的修修换换可算不上是
“革命 ”， 经过近两年的改造创
新， 朝阳区的一些旅游厕所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野蜂渡”， 单从名字上你
能猜出这是一间公共厕所吗？ 古
朴的木式外搭 、 大红色的中国
门、 明亮几净的玻璃窗、 土棕色
的洗手池， 不但外表美观， 功能
也齐全， 独立出来的母婴、 残疾
人等特殊人群厕所设施， 让厕所
也变得有人情味儿。

进入厕所， 不但空间宽敞 ，
干净、 卫生的清新氛围， 丝毫闻
不出来这里是厕所 。 记者了解
到， 欢乐谷每3年就会分区域进
行景区改造， 配套的厕所等服务
设施也会进行改建。 景区内一共
设有18个厕所， 同样会分批次进
行改建， 使其设计更具有主题性
的同时， 也让空间更优化些， 当
然提升厕所标准让游客使用起来
更舒适也是改造的主要目的。

今年 ， 朝阳区的 “厕所革
命” 延伸到了城乡结合部地区。
朝阳区王四营乡古塔公园的公厕
就是一个令游客和周边居民点赞
的一个舒适公厕。 古塔公园中心
湖东侧的卫生间， 不仅配备了冬
日使用的暖气、 烘干机、 挂衣钩
等 ， 还有残疾人专用厕所 ， 坡
道、 扶手方便残疾人使用。

硬件改造的同时， 朝阳区还
通过运用新技术，为“如厕”带来
更多便利。近日，朝阳区环卫中心
推出了一款厕位查找应用， 只需
在微信公众号里点击“找厕位”就

能为您自动查找到周边的公共厕
所分布；还能帮您定位导航，仅用
十几秒钟就能顺利找到厕位。

两年来， 在大力开展厕所革
命中， 朝阳区还做到了 “三个坚
持”， 有计划、 有落实、 有监管。
先期制定了 《朝阳区2015-2017
年旅游厕所改造方案》， 对全区
重点景区旅游厕所的布局进行统
一规划， 对星级旅游厕所建设和
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保证全区旅
游厕所建设的合理布局。 监管方
面， 朝阳区的旅游厕所实行全面
监管， 对发现的个别厕所未达到
标准、 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不落
实、 设施设备保养不到位、 硬件
设施损坏无人维修、 卫生管理不
达标等方面的问题， 及时予以全
区通报， 监督整改。

朝阳区旅游委一直在探索出
厕所运营管理长效机制， 寻求旅
游厕所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 例
如， 欢乐谷内每个厕所的墙面都
挂有洗手间管理规定和卫生间工
作标准。 从责任人到厕所如何清
扫、 维护， 再到具体的清扫时间
和次数， 每个细节都有具体的管
理规定。 在古塔公园景区， 厕所
也实行明确时间保洁制， 每个厕
所都有一位保洁员24小时驻守，
时刻保持厕所通风、 干净。

升级既有公厕
打造“第5空间”

对于升级既有公共厕所的做
法， 打造 “第5空间” 无疑是一
种有益的探索。

而所谓 “第5空间 ”， 是由
北京环卫集团专门组建了全资子
公司———第伍空间公司， 负责规
划、 设计、 投资建设的。 即对既
有公厕进行升级或选址新建， 建
设继家庭空间、 工作空间、 休闲
娱乐空间、 网络虚拟空间之后的
第五空间， 按照一站式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的定位， 建设集基本公
共服务、 先进环保技术与城市景
观建筑一体的新公共空间。 换句
话说 ， “第5空间 ” 包含公厕 ，
但不仅是公厕， 还包括便利店、
ATM机等。

据了解，“第5空间”注重人性
化设计， 坚持国际领先的服务设
计理念 ，内部增设了第三卫生
间， 方便老人、 母婴以及家庭使
用； 增加了环卫工人驿站及淋浴
室等人性化设施， 有效解决了周
边环卫工人休息难、吃饭难、饮水
难的问题。 另外，在休息区域，市
民可以在这里看电视、 免费使用
WiFi、充值缴费等。 “第5空间”按
照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定
位， 集成了多种基本公共服务和
便民服务，方便了群众生活，得到
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 “第5空间”
环保优势颇为打眼， 北京环卫集
团不断革新技术工艺， 采用粪尿
分离设备， 液体单独收集后成为
有机肥的生产原料， 固体单独收
集后 ， 由昆虫转化为动物蛋白
质， 既实现粪尿污水零排放， 又
回收利用了氮磷钾等资源。

未来， 北京第伍空间公司还
将与清华大学联合组建中国第五
空间发展研究院， 汇聚各方智力
优势，在可持续设计、生态环保技
术工艺、再生资源艺术品开发、粪
尿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深度合作。
将全面采用自主研发和系统集成
的全新环保设备， 全面回收尿液
资源，与城市周边农场合作，引导
农民提高种植品质； 回收人类粪
便，发展昆虫养殖业，带动农民致
富；免费向贫困地区农民开放“第
5空间”销售网络，把优质农产品
配送到社区周边的“第5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