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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大三女生凌甜：

请请求求校校长长增增女女厕厕，，不不是是胡胡闹闹

28日早上，济南大学社工专业大三
女生凌甜 (化名 )寄出了101封挂号信，收
信人是省内101所高校校长。信的内容是
同一个主题：呼吁大学校园扩建女厕至
男厕2倍，以改善女大学生在校园里如厕
难的问题。

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有人质
疑，如此高调，是不是炒作？

29日上午，在济南，本报记者独家对
话凌甜。这个自称“从小就不是乖学生”的
女大学生回应质疑，讲述了此事的来龙去
脉。

凌甜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本报见习记者 陈晓丽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课间20分钟，如厕等25分钟
记者：为什么选择写信这种形式？
凌甜：大约两周前，我听了一个性别平等

机构组织的讲座，其中提到一个女同学因为男
女就业不平等给国内500强企业写信。当时我
就感觉，原来公益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注意女厕排队这个现象很久了。我们学
校有的学院就很严重，比如外国语学院的男女
比例是1：10，但是男女厕比例是1：1，你就可以
想象了。

有些地方在组织“占领男厕”活动，但是个人
感觉这种形式有点激进，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大
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有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写
信就比较温和，也能做到有理有据。

记者：为写这封信，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凌甜：首先要保证有理有据，要有大量的事实

证明。我是烟台人，调查范围就设定在了山东。
我进过男厕，进去前先在门口喊了一声，

有男生出来用奇怪的眼神瞥我。男厕的蹲位和
女厕一样，但是另外还有小便池。

我给很多同学打电话，问他们学校有没有
这种情况，总共问了三四十个同学，涉及的学
校济南有6所，青岛3所，烟台2所，潍坊2所，淄
博2所，日照1所，德州1所，泰安1所。

有的同学一开始就会说：“你神经病啊，问
这个干吗？”我告诉他们在做一个调查。然后他
们都帮忙了，还有两个女生帮我去男厕看了。

记者：调查结果和你预想的一致吗？
凌甜：同学们确实也证实了男厕基本都是

不用排队等的。潍坊一所学校例外，因为他们
学院男生比较多。除了他，其他人的结论都一
致，女厕排队现象都很严重。

其中济南有一所学校，课间只有20分钟，
而等厕所却要25分钟。很多人下课后不用做别
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冲出去抢厕所。

记者：写信用了多久？
凌甜：从10月24日晚上开始写

信，26日早上才写完。
写信封不比写信轻松，从26日上

午10点一直写到晚上10点。难就难在
要查清所有高校校长的姓名和地址，
一个一个查，工作量很大。

记者：经过了多少次斟酌和修改？
凌甜：信其实并不难写，只有几

百字，但要仔细考虑用词是否合适，
既不能让人看到了觉得反感，也不
能让人感觉你是在胡闹。要考虑如

何让大家认为这确实是一件公益的
事情，而不是小孩子在闹情绪。

比如“呼吁”这个词，当时考虑，
是用“呼吁”还是“请求”、“希望”？一
开始担心“呼吁”有点居高临下，后来
查了字典，发现没有这个意思，最后
定了这个词。

记者：信寄出去了，感觉如释重负？
凌甜：终于把这个事情忙完了，好

轻松，同时也好期待！在想这个事情
会不会在校长们那里引起反应，最终
改善女生如厕难的情况。

字斟句酌，就怕校长误会

记者：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
的？

凌甜：不是，我是发起人，另外三
个同学和我一起。我们是在社团认识
的，来自三个学院，不同年级。

记者：“凌甜”这个化名怎么来
的？

凌甜：参加活动时很多人都用化
名，别人问我时，就随口起了个名字，
叫“凌乱”。

写这封信时，署名也是“凌乱”，
同学说你这样不合适。有人就出主意
说，不如在“乱”字上加几笔，变成“凌
甜”。

记者：愿意告诉我们真名吗？
凌甜：还是不要了。
记者：为什么？
凌甜：还是不希望正常生活被打

乱。
记者：我们报道之后，会不会有

朋友猜到是你？
凌甜：身边的肯定会猜到，我有

点“古怪”，是个很活跃、很愿意做这
些事情的人。同学们喜欢做好自己的
事情，而我更愿意关注社会上的问
题，做一些改变。

记者：你觉得自己高调吗？会不
会担心有人说你在炒作？

凌甜：如果是想炒作什么的，就
不会用化名了。我不太想露脸，炒作
什么呢？

我不能因为害怕这个事情影响
自己的生活就不做了。如果人人都这
么想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太糟糕了。
所以我想在尽量保证个人隐私的情
况下，尽最大的能力改变这个现状。

如果是炒作，就不会用化名了

记者：对校长们的反应抱多
大期望？

凌甜：没办法想象结果，也
没有希望每个或大部分校长都
会回信，不一定有多少回信，关
键是这个行为有用。

之所以用挂号信这种形式，
就是一定要把信送到每个校长
手里，让他见到这封信，拆开看
看是怎么回事。

不管给不给我回信，只要他
看到了这个事，以后遇到厕所这
方面的问题，他就会有这个意
识。一旦学校这类问题严重到一
定程度时，就可能潜移默化地影
响他的决定，扩建女厕所的可能
性就会大一些。

记者：如果有校长回“我们
会调查”之类的话，并不一定落
实到行动上，你会怎么想？

凌甜：你不觉得这样就已经很
好了吗？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
问题了。我不指望一封信就改变校
长的决定，而是对校长的决定有影
响，这就已经存在意义了。做一件事
情，不一定必须做成才会做它。

记者：你觉得自己这个举动
疯狂吗？

凌甜：这不算疯狂的行为，
是很理性的行为。

校长能意识到这事

写信就有意义

28日，凌甜在邮局办理寄信手续。（凌甜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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