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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讲师汪浩多年从事社
区服务设施研究工作。在清华
大学读硕士时，他曾就北京公
厕写过论文。来上海后，对本
市公厕建设也有不少思考。
“感觉上海的公厕数量比

较少。”汪浩分析，一方面，因
为上海的老城区面积小，没有
私家卫生间的里弄已经很少
了；另一方面，也和很多公共
服务机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有关。“就拿我住的小区来说，
是 !""#年新建的，小区门口
就有居委会，可是居委会厕所
不对外开放，附近还贴着‘请
不要随地大小便’的标语。”汪
浩分析，标语可以理解为少数
市民素质不高，但换个角度
看，也是由于小区没有给大家
提供足够方便。“如果有地方
上厕所，谁愿意随地呢。所以，
要给上海公厕提建议，首先就
是要提高公共服务机构卫生
设施的对外开放程度。”

另外，汪浩指出，公共基
础设施的公厕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需要提高。“比如，轨道交
通站点内的公厕，一是提供的
服务有限，我就从来没有看到
过保洁人员；二是厕位数量也
有限，比如四线换乘站点世纪大道，只在 $号
线那里设置了一个公厕。”

第三，从设计的角度考虑，他认为，目前
上海公厕的标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上海
公厕指示标识的数量和清晰度都有待提高。”
汪浩说，在指示系统的设计应用上，上海地铁
是很好的榜样，有专门的标识，地面上有明显
指示牌，不同线路有色彩区分，设计上也各有
特色。
“北京奥运会期间，鸟巢的公厕就专门设

计了男女小人，我们也可以尝试换掉现有的
男女标识形象，换成活泼的卡通元素。另外，
可以用色彩做模块化区分，不同区域或不同
用途的厕所用不同颜色的地砖、墙面颜色标
识出来。”

! ! ! !在人的一生中，总计平均有 %年在厕所
中度过，女性花费的时间更长。小小厕所，关
乎民生。今年 &月 !'日第 $&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将每年的 ()月 )#日设为“世界厕
所日”，以推动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
建设，倡导人人享有清洁、舒适及卫生的环
境。今年世界厕所日的主题是“使用卫生厕
所，享受幸福生活”。
有人说，公厕是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记

者针对上海公厕展开调查发现，上海的公厕
目前已经基本能做到干净、卫生，各区也在尝
试不同方法让公厕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但
是有特点、有文化品位的公厕依然比较少见。
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能否成为上
海公厕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干净样本：龙潭小区29号
养鱼种花檀香幽幽

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 !")% 年上半
年度全市绿化市容三个窗口行业社会公众满
意度自测结果，全市公厕满意度得分均处于
蓝色标志区，表明公众对公厕行业整体服务
水平总体满意。

沪太路 ))&"弄龙潭小区 !#号无疑是上
海市干净公厕的一个标杆。这里是上海闸环
灵石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厕班班长李
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公厕门前种着杜鹃；洗
手台下养着热带鱼；墙上挂着报箱；进门能看
到天气预报；药箱、饮水机、梳子、烟灰缸，一
应俱全，室内还伴随幽幽檀香。如果不是门口
的标志牌，你可能不会想到公厕。

李影说，刚来的时候，厕所很不干净，泛
着阵阵臭味。一天工作 )&个小时，常年无休，
一天下来常常腰都直不起来。李影没有抱怨。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她想出“跟踪盯人”战
术，只要一有人用过，就去打扫。许多人原来
不注意保洁，看到厕所管理员跟在身后打扫，
觉得不好意思，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

李影把公厕当成“家”一样照顾。进入公
厕的道路本是泥路，雨天容易滑倒、弄脏鞋
子，残疾车的车轮还会陷入其中。她和丈夫花
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用废弃地砖铺出一条
宽 )米、长 !"米的红砖小道，又自费购买塑
料地垫。看到有人骑车来上厕所容易丢车，她
在公厕门前辟出停车点。龙潭小区居委会便
民输液点的厕所不够用，不少老人举着吊瓶
来方便，她总是主动提供帮助。“扶一把、问一
声、望一下、送一程”的服务理念，和“厕内无
异味、地面无水渍、便池无积垢、门窗无灰尘、
挡板无涂鸦、屋角无蛛网”的“六无口诀”，如
今已推广到全市。

便利样本：威海路736号
引进多项技术创新

威海路 &%$号的公厕保洁员汤长保，抽
屉里常备一本“保洁日志”，在里面的日常保
洁作业情况栏里，他每小时做记录，包括墙壁
地面、洗手盆、冲排水设施、消毒等 )# 项内
容。服务台上有个便民服务箱，装着针线包、
红药水、创可贴、短裤、卫生巾、地图、清凉油、
剪刀等日常用品及一些常用药。墙上挂着意
见征询簿，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填写意见、建
议。许多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和汤长保成了熟
人，每次见面都会和他热情地打招呼。

在 !")%年上半年度全市公厕满意度调
查中，静安区位列第一。开门保洁、整点保洁、
跟踪保洁、关门保洁，是上海悦民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对静安区 '"个公厕以及每个保洁员
提出的基本保洁要求。

上海悦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夏
麟说，静安区有几招必杀技。一是硬件设备
好，从 !""&年起，全区公厕免费提供洗手液，

现在每年平均改造 %座公厕。二是服务质量
要求高，公司建立了三级督查制度，从班组长
到公司业务再到总公司的抽查团队。此外，还
做了不少技术创新，比如，用植物香薰取代盘
香，从新加坡引进生物降解小便池，还在几个
公厕试点发泡厕所。这种设备不仅隔绝异味，
而且节水环保。夏麟指出，目前，上海的公厕
还存在资金有限、招人困难、人手紧张、服务
人员素质不高、部分市民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意识较低等问题。

文化样本：杭州建国北路环城北路
“雪隐”犹如文人书房
在上海，也有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开始尝

试设计造型别致的公厕。“大舍建筑”在青浦
淀山湖大道打造绿地公共厕所，致正建筑工
作室在青浦南菁园建造了两个公共厕所，同
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方戟组织修建嘉定新城
远香湖公园桂香小筑。

以南菁园的公共厕所为例，设计师张斌
介绍，设计时重点考虑了如厕者的视觉体验。
“我们希望建造一个可以私密地看风景的厕
所。”公厕的隔间做得比较大，马桶正对一大
片玻璃落地窗，外面是用两米多高绿篱围合
起来的小花园。人在座便器上，面对一个明亮
的自然景观庭院，私密性也有保证。此外，设
计者将南菁园植物迷宫的碎石路径延续进厕

所空间，再穿越出来，厕所中形成了一个小的
公共庭院，就像小村庄串在迷宫里的感觉。
“我想在满足目前厕所基本要求、保证私密性
的前提下，提供社区社交的可能性。”张斌说。

这些公共厕所在建筑外形和文化气息
上，比起传统公厕大有进步。在杭州，有一个
更具文化味的公厕，名曰“雪隐”。“雪隐”位于
杭州市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交叉口，总面积
#*平方米。传说宋代雪窦山名僧明觉禅师在
杭州灵隐寺掌管厕所三年而大悟。明觉禅师
将雪窦山的“雪”和灵隐寺的“隐”合二为一，
“雪隐”从此便成为厕所的代名词。走进“雪
隐”，大理石地面、沙发、茶几、木雕花格窗子
和盆景营造出温馨的氛围，颇具文化气息的
木板上刻着“雪隐”的故事，典雅古朴，犹如一
个文人的书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汪浩
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主流设计师开始关注
公共厕所，是一个好现象。公厕和人的生理需
求密切相关，干净、卫生是其本质需求，造型、
装潢则是另一层次的需求。公厕不需要奢华，
因为与内部豪华设施相匹配的，是较高的建
造和维护成本，可能造成资源和资金上的使
用低效。但是，在有必要点缀的地方可以做一
些特别设计。比如尝试把每个区域的地标性
建筑加入设计元素，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
一部分。

记者调查发现，本市公厕基本做到干净、便利，但文化品位仍显不足

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王文佳

! ! ! !清朝同治三年!!"#$年"#工部局在公共租

界南京路旁始建第一座公有公共厕所#上海的公

厕历史就此拉开序幕#发展至今已有近 %&'年$

清宣统元年!!('(年"#地方绅董集资在

南市侯家路建了华界首座公有公厕$ %(%)年#

法租界老西门公有公厕实行承包经营#推行售

纸收费专人保洁模式#市区公厕纷纷效仿$

解放初期# 市卫生局根据市区厕少人多

的情况#继续允许市区私有公厕开放$ 同时#

在棚户和市郊结合地区# 大批建造不售纸的

活动%简易公厕$

上世纪 )'年代末#上海率先设计编绘了

我国第一套公厕定型图$

"'年代#公厕保洁管理规定和公厕分级

保洁管理标准相继出台$ 市区新%改建公厕#

普遍加装自来水龙头$ %("$年到 %((*年#市

区新%改建公厕 %'%+座#是上海有史以来建

设投资最多%建厕质量最好的时期$ !((&年

后#五星级公厕%太阳能公厕相继出现$

('年代末# 上海自主研发我国第一台投

币自控水冲式活动厕所$ 以迎接世博会为契

机#上海成功研发国内第一款利用集装箱建设

的箱体组合装配式公厕%第一台大型拖挂式活

动厕所和拉臂式活动厕所#极大推进公厕科技

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力度$上海还成立了全国第

一家具有法人资质的公厕专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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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的公厕&雪隐'内部装饰!上图"和外观!下图"俱佳 王文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