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张小娴在《流波上的舞》中写道，

“看一个女人是否养尊处优，要看她的手。”

在城市建设者眼中，评价一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和生活水准，则要看这里的公共厕所。在

住建部最新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

准》指引下，如何有效破解公厕的选址问题、

尴尬问题，提升服务能力？我市城市决策者、

管理者在思考，在行动，更在提升。

破解选址难题

选址难是公厕建设中首屈一指的难题，

地方偏僻解决不了市民的实际需求，新建在

繁华路段则成本高昂政府无力负担。于是，

我市多次召开协调加压会，将沿街单位的门

面房改建为公厕，一下子巧妙化解了这个难

题。

在市区繁华的商业街———望嵩路，一座

标识为“无性别厕所”的公厕格外醒目。说它

醒目，一方面是因为这座公厕夹在寸土寸金

的黄金地段，夹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之中；另

一方面，是“无性别”这三个字格外引人注

目。原来，无性别公厕，是因为厕所里面的 6

个蹲位均是独立的小单间，男、女均可使用。

而这座公厕的前身，则是一间生意火爆的商

铺。

这里以前是销售商品，如今“销售”的，

却是优质服务。

破解尴尬问题

男厕所里空落落，女厕所前排长队，甚

至小女孩被父亲带到男厕所如厕，这种极其

尴尬的场景想必很多人都遇到过。如何破解

这种尴尬，成为我市推进公厕建设的另一问

题。

在市区朝阳中路的地税游园里，一座崭

新别致的建筑物，被青翠欲滴的绿色植物簇

拥着，如果不是门口的 5个大字———“公共

卫生间”，记者很难将这一栋具有强烈时代

感的建筑物与公厕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男女

蹲位比例为 1:1.5的公厕内记者看到，手纸、

洗手液、空调、便民伞架等设施一应俱全。同

时，盥洗间与如厕间分开设置，做到了干湿

分离。6个错落有致的洗手池不仅方便了成

年人，也为小孩提供了方便。男厕蹲便厕位

与小便厕位分间布局，有效缓解了如厕尴

尬。在供家庭使用的第三卫生间里，人文气

息更加凸显。这里不仅有放置小孩的专用座

椅，就连蹲位也是一大一小，甚至在蹲位旁

边还有一个紧急呼叫按钮，可以随时呼叫公

厕管理员。

而这种规格布局的公厕，我市目前已有

12座竣工，只待验收合格即可投入使用。

“面子”“里子”双赢

在满足了人流荷载、功能完善等基础要

求的同时，我市公厕建设以“一厕一景”为建

设标准，坚持将公厕的外观审美以独特的色

彩立足于环境之中。

广成东路，一座仿古式建筑让市民眼前

一亮。原来，这是一座即将投入使用的新建

公厕。公厕呼应于整个城市的建筑特色，采

取仿古建筑风格，做到与周边环境相容相

洽。同时，根据建设“海绵城市”要求，公厕门

前铺设新型透水砖石，大大增强雨后排水能

力；厕外还设置了废旧衣物及电池回收箱，

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步

入公厕，干净整洁、设施齐全，让人耳目一

新。

门面房变公厕、空地建公厕、旧公厕变

新公厕……我市公厕建设风生水起，如火如

荼，方兴未艾。

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以“小公厕”

体现“大文明”。“公厕革命”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现代化、文明化

进程的内容之一，“公厕革命”不但意味着

技术的进步，更加意味着城市环境意识和

公民行为方式的转变。我市作为“公厕革

命”的践行者，“一厕一景”的公厕建设，为

“公厕革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凸显人文关怀

在风穴路与朝阳路交叉口的另一个游

园里，一座集环卫驿站功能和如厕功能的公

厕闪亮住了记者的眼。

一楼是设施齐全的公共卫生间，二楼

则是有休息室、有电视、有空调、有饮水机

的环卫驿站。据该公厕管理员介绍，因为环

卫作业的特殊性，凌晨 2点起床工作、中午

补觉是家常便饭，而这座环卫驿站的投入

使用，能够让环卫工人有充沛的精力投入

城市保洁工作中，受到了环卫工人的一致

好评。

同时，我市城区范围内还有 25座旧公

厕“变成”了设施更加齐备完善的新公厕；有

13 个因用地紧张无法建设新公厕的地段，

设置了环保公厕；还有集垃圾中转功能的公

厕 26个，集机械清扫车辆加水功能的公厕

3 个等等。这总数将近 120 座包含人文气

息、具有不同功能风格的公厕，大大提升了

我市城市管理服务能力。

今年 11月 19日，我们将迎来第五个

“世界厕所日”，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如厕问

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按照要求，一座

城市的公厕设置密度须达到 3-5（座）/平方

千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大市民期

待一个设施完善的城市。相信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城市管理者的不懈努力

下，随着一座座崭新公厕的投入使用，我们

的城市人文关怀将愈加凸显，我们的城市文

明标签将愈加靓丽。

微友在【汝州 80年代老照片———风雨沧

桑中大街之记忆深处】后留言

@楠启：老照片老容颜，风雨沧桑留思念。

一街一巷一胡同，一天一地一片情。

@魏秀菊：1984年，我正是学生时代，刚

买的飞鸽自行车，身背着绿色挎包，骑车穿行

在人群中走过大街，无比的自豪，偶尔逛逛百

货楼，去回民食堂吃个饭，二两粮票一毛五分

钱一碗面条，一毛钱一根油条，美美一顿午餐。

或者拿五分钱买点五香豆，现在就叫小食品。

晚上去南关剧院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看得不亦

乐乎。偶尔来个歌舞团“的士高”得一元一张门

票。现在想起来也蛮幸福的，比现在坐酒吧吃

饭，坐小车出门都幸福。

微友在【全省首台铺砖机在我市科教园区

投入使用，现场很亮眼！】后留言

@风云飘飘：又一个全省第一台，显示汝

州领头人意识领域走在先列，工作上快马加

鞭，这样汝州在全省才能名列前茅。

@静夜繁星：无人超市的问世预示着，你

不努力，可能连营业员都做不了，那铺砖机呢？

亲们，努力吧！奋斗吧！

微友 评
“否极泰来”这个成语出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它的意思

是厄运终了好运自然就会来到。其实据笔者多年的考证，这个成语最

早应该来自《易经》里的“泰”卦和“否”卦。这两个卦象今天看来仍有很

多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周文王最终演绎的《易经》，成为易学典籍的权威。在

《周易》里，“泰”卦处于第十一卦，从它的卦象来看，上卦为“地”，为阴，

下卦为“天”，为阳。地是重的，要下沉；天是轻的，要上升。“地”下沉，

“天”上升，形成天地相交、阴阳相交之势。天地相交，阴阳相交，催生雨

雪冰霜，万物得以滋生，大地一片繁荣，所以称为“泰”。而处于第十二

卦的“否”卦，则与“泰”卦正好相反，上卦为“天”，下卦为“地”。“天”上

升，“地”下沉，天地不交，阴阳不交，万物不生，所以称为“否”。“泰”表

示美好、顺利、通达，“否”表示黑暗、闭塞、停滞。“泰”卦的下一卦即是

“否”卦，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正处于顺风顺水、鼎盛期或者做到极

致时，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要躺在已取得成绩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更不

可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自身学习，及

时调整战略部署，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否则很快就会盛极必衰，走下坡

路。比如作为商家，一种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顶点时，要根据消

费者的新需求及时补充新的产品或者扩大经营范围，甚至在产品市场

占有率逐步下滑时，要考虑新的投资方向，从而保持长盛不衰。

而从“否”卦轮回到“泰”卦，则要经过漫长的六十二卦，所以叫“否

极泰来”。它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工作、事业、学习、生活等处于不顺利

的逆境期时，当努力做一件事遇到困难、挫折、失败时，不要气馁、灰

心、失望甚至绝望，要平静面对，学会坚忍，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内练素

质，寻找、等待突破的机会，要相信一切黑暗和阴霾终将过去，这也应

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天下没有过不

去的坎儿，只要我们心里有足够的阳光，人生的道路终会洒满阳光。

基层干部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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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视察团视察全市生态水系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赵子豪 通讯员 张红利） 7月14日，市人大

视察团对全市生态水系建设进行实地察看。人大视察团先后来到杜庄

幸福渠、幸福渠与洗耳河交汇口、五湖、广成公园进行实地察看。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团成员对生态水系建设工作提出了建议。市领导

张留华、胡洪献、王沧海、焦慧娟、孙国正参与实地察看或出席座谈会。

张剑奇察看建设路综合整治情况

本报讯 （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丁亚伟） 7月 13日，市领导张

剑奇、焦慧娟实地察看建设路综合整治情况，对部分地段存在的围墙断档、

主路面与人行道不衔接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单位，并提出了要求。

飞虎小镇总体规划初稿汇报会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丹丹） 7月 14日，汝州市飞虎小镇总体规

划初稿汇报会召开。会上，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华汉旅汇报了关于河南省

飞虎小镇旅游总体规划初稿，与会人员针对初稿等方面内容提出建设

性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洪献出席汇报会并就下步景区规划工

作做了安排部署。

姚军柱带领工会干部为职工“送清凉”

本报讯 （记者 黄旭彤） 7 月 14 日，副市长、市总工会主席

姚军柱带领工会干部，对高温作业、车间、建筑施工工地和其他露

天作业场所的一线职工（农民工）进行走访慰问，并送去夏日解暑

用品。

我市推进商务中心区示范路段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连小红） 7月 14日，市商务中心区示范路段

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对各相关单位所反映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梳理和

研究，对绿化植物的种植范围、品种和防护措施等进行了安排部署。市

领导焦慧娟、张志伟出席会议。

市法院举行涉公职人员专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梁杨子） 7月 14日，市法院在 1号审判庭举行

“夏季雷霆”涉公职人员专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重点通报了涉公职

人员专项执行活动进展情况以及今后的新举措。市法院院长杨长坡对

此次专项活动进行总结并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

潘广臣检查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何亮亮） 7月 1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潘

广臣带领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第一检查组，对相关单位的执

法情况进行检查。

近日，市中医院在白云山拓展训练营，开展集体政治生日“主题党日”暨红色使命拓展训练

活动，通过充满挑战、智慧和趣味的团建项目，进一步强化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良好

作风。 薛亚楠 张子宁 摄

“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工作中的

市财政局基层财政管理局副局长何艳娜，

脚踏实地、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始终牢记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并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一个共产党人扎

根基层，始终如一，在急、难、险、重面前不

怕苦、不怕累的壮志豪情。

一年多来，何艳娜走遍 20个乡镇、街

道的 100多个项目点，通过调研走访，完善

制度，简化流程，加强监管，使“一事一议”

村级公益事业、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传统村

落保护、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项目取得突

破性进展。先后争取到河南省统筹农业综

合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市、河南省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市、河南省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市和 9个河南省美丽乡村建

设试点项目，累计争取上级财政资金 3亿

多元，为我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提供了强

有力的资金保障。

2016年 5月 4日，省财政厅下达立项

批复。我市被确定为河南省统筹开展农业

综合开发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试点，该项

目计划投资 5122.88万元，共争取到中央及

省资金支持 3595 万元，其中，美丽乡村建

设试点项目 1000万元。当接到省财政厅的

批复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都在欣喜，都在

为何艳娜和她的这个团队背后的付出点

赞。

去年 3月 25日，省财政厅项目考察组

赴杨楼镇，对我市申报的农业综合开发和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其

中准备资料是一大难题，何艳娜接到任务

后，组织召开了个紧急会，将具体的任务碎

片化，重新分解排序，齐头并进，原本应该

在几个月完成的工作，得以在最短的时间

内完成。同时，她还多方征求意见，收集信

息，准备答辩材料，为项目的成功申报创造

了良好条件。

目前，杨楼镇杨楼村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项目招投标工作已经结束，工程建设进

度已达 70%。镇区的面貌有了较大改善，直

接受益人口已超过 7800人。

“一事一议”是改善农村群众生活

的一项惠民工程，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乡

村等的坚实基础。在实际的运行中，何

艳娜坚持以“公平合理”为原则分配奖

补资金；以“安全高效”为目标加强资金

监管；以“体现民意”为宗旨强化舆论宣

传；以“顺利运行”为目的提供经费支

持，最大程度保证“一事一议”资金的安

全、顺利拨付。

2016年，我市争取省财政厅“一事一

议”普惠制财政奖补资金 929万元，我市配

套资金 233万元，安排 54个项目，涉及 15

个乡镇、49个行政村。

最美的基层职业生涯让何艳娜找准

了人生的闪光点，这也是对她个人最好

的诠释。

熊晓娅

公厕革命 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
———我市公厕建设掠影

●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李松涛 高浩博

用 心 守 护 人 民 的 利 益
———记市财政局基层财政管理局副局长何艳娜

市中医院开展红色使命拓展训练 “否极泰来”的启示意义
●郭营战

●日前，庙下镇召开专题会议，正式启动了垃圾兑换超市项目。启

动仪式上，相关人员仔细讲解了庙下镇垃圾兑换超市成立及工作开展

的思路和具体做法，并要求各电商网点要和村两委会、保洁员做好结

合，共同努力做好垃圾分类兑换工作。 梁睿拓
●近日，交通运输局到市重点建设项目交投大厦施工现场，慰问

坚守岗位、冒着高温、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施工人员，为他们送上了西

瓜、猪肉、防暑降温用品。 李刚 郭永涛

●7月 14日，市安全监管局聘请省安全生产专家库高岩、陈士强，

联合工信局、临汝镇政府对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汝州水泥有限公

司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李晓伟 樊向华

错落有致的洗手池

图
片
新
闻

声 明
汝州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是汝州市国有独资公司，依法独立经营，不承担政府融资

职能，非政府融资平台。

特此声明
2017年 7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