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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

提供另一种思考

不到两年，全省建成旅游厕所万余座

没没地地方方方方便便？？打打开开城城管管AAPPPP就就行行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省内多市成立
“厕所开放联盟”

近年来，难登大雅之堂的厕
所问题开始备受关注。11月15日
在枣庄举行的全省旅游厕所建设
管理现场会上，省旅发委主任于
凤贵介绍了我省厕所革命的进展
情况：截至10月底，不到两年时
间，我省已经建成旅游厕所11123
座，乡村旅游户厕44000座，提前
两个月完成了本省目标任务，并
远远超出国家旅游局的规定动
作。其中，除了景区厕所数量和设
施状况实现大幅提升，加油站、大
型商场超市、交通集散点等场所
也基本实现了厕所无缝隙覆盖。

为了解决厕所问题,我省各
市做了不少创新性的工作，这其
中，济南创新推出的“城市厕所开
放联盟”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目前已经在济南、青岛、枣庄、
济宁、滨州等多个城市使用。据了
解，山东省旅发委也有意带头加
入到“城市厕所开放联盟”中，引
导更多政府机关单位对外开放厕
所，方便市民和游客。

据济南市旅发委主任郅良介
绍，目前济南市新建和整修了
4003座厕所，已经基本缓解了“如
厕难”的问题。作为全国“厕所革
命”的创新城市，济南首先推出了

“厕所开放联盟”，“目前，已经有
1000余家具备条件单位加入到联
盟，开放内部厕所，其中包括企事
业单位、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等，
打开‘济南智慧城管’APP，搜索

相应地点，就能很快查询到身边
的厕所。”郅良说。

人流量较大地区
男女厕位比将变为1:2

无论是景区景点，还是商场
超市，甚至车站、学校、医院等社
会公共服务机构，男厕人流稀少，
女厕排队的现象常常出现。记者
调查景区、商超、楼宇等多地厕所
厕位比例后发现，厕位分布情况
大都是男女厕所均是6个蹲位，有
所不同的是，男厕所比女厕所多
出2-4个小便池。

据悉，2013年就曾出现过
“大学女生致信百余校长呼吁
增加女厕厕位”的新闻。当时，
济南大学一名在校大学女生，
将101封挂号建议信寄给省内
101所高校的校长，呼吁增加女
厕厕位，改善女大学生在校园
里如厕难的问题，让课间上厕
所的女生不必再长时间排队。

在11月19日第四个“世界厕
所日”到来之前，国家住房城乡建
设部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
标准》，对男女厕位比例进行了
修订。《标准》中指出，随着城镇
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增
长，公厕数量总体不足，管理水
平不高，特别是女性厕位紧张
问题亟待解决。为解决问题，住
建部组织开展了标准修订工
作，统计了72 . 6万人的如厕时
间，在新发布标准中将女性厕位
与男性厕位的比例由过去的1:1提
高到3∶2，人流量较大地区为2∶1。
此标准将于2016年12月1日起实
施，将有效缓解女性如厕难题。

“两成厕纸，
被游客拿走了”

在硬件设施趋于完善的今
天，居民、游客文明素质的提高
显得更加重要。省内一家景区
厕所的清洁人员孙守美对“不
文明如厕”的现象就感到挺无
奈。“平时都会往厕所里放卫生
纸，但是平均下来，10卷纸中有
2卷并不是用了，而是被游客拿走
了。”孙守美说。

随着厕所新建、改造工程
的推进，不少社会公共服务场
所的厕所进行了升级改造。但
一些人“不文明如厕”一直是一
个痼疾，让管理者和使用者都
感到头疼。15日，全省旅游厕所
建设管理现场会，与会人员在
参观枣庄市长途汽车站厕所
时，一名管理人员表达了对文
明如厕的期待，“厕所从踩踏式
变为感应式，防止了不少人忘记
冲厕所，但是随地吐痰、乱扔卫生
纸等行为让当事人的形象减分。”

另外，让不少厕所保洁员感
到头疼的是厕所内吸烟，不光味
道难闻，更重要的是一旦没有熄
灭会造成火灾。“对于外国游客来
说，诟病最多的就是厕所的清洁
程度。”郅良说，解决厕所问题，一
方面是做好厕所的管理，另一方
面是提升游客的文明素质，在文
明的环境下引导大家文明如厕。
下一步，对于城乡接合部、农家乐
等厕所问题更加突出的地方，济
南市计划给予政策倾斜，鼓励有
能力的乡镇拿出资金对农家乐等
进行改造，支持厕所革命。

本报记者 陈玮

村民代管项目
坐在家里也能收钱

17日，在淄博市沂源县西僚
军埠村，79岁老人赵学金坐在床
上正在吸着氧气。他患上肺气肿
已经将近30年了，没法出去找工
作，只能靠着家里的两亩地生
活。“我没法活动，基本上都是老
伴忙活。菜都是自己种着吃，不
敢多花钱。”赵学金说，一年下
来，加上老年人补贴和种地收
益，他们老两口一年收入还不到
4000块钱。

今年春节，赵学金因突然病
发被送到了医院。后来虽然抢救
了过来，但数万元的住院费，再

加上每月三四百元的药费，让本
来就没有积蓄的赵学金一家，日
子更加难过。靠着儿子借来的
钱，赵学金才勉强维持着生活。
为了补贴家用，76岁的老伴不得
不到附近的废品回收站打工，一
天只有30块钱。“我不想让她出
去，可是没有办法，病就在这里
摆着。”赵学金说。

不过，今年 4 月，赵学金一家
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西僚军埠村
在立足于本村实际和分析市场的
基础上，利用上级产业扶持资金，
为每户贫困户购买安哥拉长毛兔
种公兔1只、母兔7只，为贫困户增

收。“像赵学金一样没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则实行项目代管。”西
僚军埠村支书周庆海说，村“两
委”组织村民成立了果树种植和
长毛兔养殖合作社，并根据贫困
户实际，将82户贫困户纳入相应
合作社。对无劳动能力且子女在
本村的贫困户，合作社与老人及
其子女签订项目“代管协议”，将
产业扶贫项目由其指定的子女实
施。对无子女或子女不在本村的
部分老人，由合作社选择其他社
员负责实施，并签订“代管协议”。
目前，全村已有10户13位贫困老
人签订了“代管协议”。

闲置房流转到合作社
修缮后对外出租经营

而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东庄村，又探索出了另一种资
产收益的模式。68岁老人孙俊
修坐在破旧的柴房门口，因为
类风湿性关节炎，他已经失去
了行动能力，手已经变形，走几
步路也需要老伴搀扶。他所居
住的小屋有了浓重的霉味，家
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以
及一张堆满被褥的小床，地还
是不经常打理的泥土地。然而
三天后，他将离开这间住了一
辈子的屋子，搬到村里的养老
院免费住，那里有崭新的床和
家具，他和老伴还能住单间，而
他的房屋，将提供给游客。

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东庄
村成立东福来以房养老专业合
作社，将闲置的房屋流转到合作
社，修缮后对外出租经营，贫困
户把房屋以出租或入股的方式
交给村里统一评估、统一修缮、
集中经营。房屋前五年交由村里
无偿使用、修缮、出租，发展乡村
旅游；第五年至第七年，东庄村
与村民按照收益的六四分成；第
七年至第十年，东庄村与村民按
照收益三七分成；十年以后，房
屋交还村民，收益全部归村民个
人所有。对于急需用钱的家庭，
东庄村一次性支付村民20年租
金，村民以房屋入股，由合作社
募集资金修缮。

“预计营业后，每户每年增
收 5000 块。”东庄村村支书韩吉
强说。

贫困户如果失去了劳动能力，如何能长期帮助他们彻底脱离
贫困，一直是扶贫工作面临的难题。淄博市探索的资产收益扶贫模
式，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

流流转转自自家家房房屋屋，，贫贫困困户户可可免免费费住住养养老老院院
淄博：贫困户失去劳动能力也能脱贫

枣庄市科技馆旁的厕所，如厕时能先闻花香。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11月19日是第四个“世界厕所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城市环境卫
生协会年会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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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济济南市文明办、旅发
委、城管局、园林局共同承办的2016年“文明如厕从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也在泉城广场举办。

全省新建万余座厕所，那么
新建厕所的费用从何而来？后期
的管理维护费用从何处出呢？据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
来，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
1 . 08亿元用于支持旅游厕所建
设，其中包括投入旅游厕所奖补
资金7960万元，投入乡村旅游点
公厕建设资金2860万元。除了农
户厕所补助，还对全省2236座乡
村旅游点公厕进行了奖补。

除了政府补贴，各地也出
台政策鼓励“以商养厕，以商管
厕”。比如在枣庄市市中区光明
广场西城镇公厕，外墙上挂着
ATM机、WIFI、手机充电、厕所

四个标识，正对厕所门，四十余
平米的大厅内有一台自动售货
机，销售饮料、口香糖等商品。
除了厕所，这里更像是综合服
务中心，拥有诸多功能。

而在枣庄市科技馆东临，
也有一栋崭新的红房子，如果
不是门口贴的厕所标识，不少
人一定会认为这里是一家花
店，因为红房子里摆放着的全
部是应季绿植。据花店主人同
时也是这座厕所的负责人马莲
介绍，花店每天营业额500元左
右，利润率在20%，一个月下来
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本报记者 许亚薇

不闻其臭，厕所变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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