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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憋上大大一口气，然后捏着鼻子寻找

一个相对干净的坐坑，屏着气上完厕所之后，

再匆匆逃离现场。这是多年以前农村上厕所

非常形象的一幕。

在农村，过去由于经济条件差，农民对于

上厕所并没有那么多讲究，抽水马桶也没有

那么广泛的运用到农民家中，早起之后，村口

小水沟里每天都有不少刷马桶的大妈，当时

也算的上农村里的一景，而公厕，可能只是找

个空地，用棚子一搭，便是公厕了。一到夏

天，蚊蝇漫天飞，捂着鼻子都能感受到臭味袭

来。

在这场“厕所革命”中，临安区打造了一

批各有特色的公厕，如於潜镇凌口桥风情小

镇按照高标准建设三星级旅游公厕；天目山

镇月亮桥村陈家公厕把天目古窑元素融合进

来，结构采用老青砖和老木料，建成窑形公

厕；龙岗镇相见村利用村回收的石屋猪圈改

造成公厕；湍口镇塘秀村就地取材，利用鹅卵

石按照传统技艺建成别具风味的公厕，等

等。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群众点赞。

龙岗镇相见村：
回收石屋猪圈改造成公厕

一走进龙岗镇相见村的公厕，便能感受

到相见村的“寸土寸金”，比起其他的公厕，这

个公厕要略显迷你一点，整个空间大概在 25

平米左右，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

的一样没少，进门左手边是女厕，有两个蹲

坑，前面是男厕，有两个蹲坑，一个小便池。

外面是洗手台和洗拖把台。

对于公厕的选址，龙岗镇邵政耀表示，由

于龙岗自然村相对比较分散，许多村落都没

有公厕，像相见村属于山区，在高山上地皮比

较紧张，旁边都是农保田，几乎没有土地可以

动，所以只能利用老房子，从农户手里收过

来，将它改建成公厕。

说起改建，邵政耀略有点自豪说：“一看

外墙，就知道这个房子有些年头了，这是之前

农户用来养猪的，我们把它收过来之后，保持

了猪棚原本的模样，只对里面做了改动，就连

洗手台都是原来用来喂猪食的猪槽，大大地

减少了资金。”

当然，公厕的后续保洁同样很重要。在

农村，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公厕虽然建起来了，

但是由于缺少后期维护，导致很多公厕成为

旱厕，一进去臭气熏天，完全成为了摆设。邵

政耀说，公厕专门配备了保洁员，由保洁员负

责保洁，每天早晚打扫两次，有时候根据情况

增加次数。

农村公厕改造提升是临安区“厕所革命”

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龙岗镇采

取“对标”改造和“补缺”建设的方式，加大厕

所革命工作力度，在去年已经完成48座农村

公厕建设任务，其中 10 座新建，38 座为改

建，全面提升了农村公共厕所品质，改善群众

和游客的如厕环境，做到设施完备、环境整

洁、标识明显、管理规范、保洁及时、实用便

民。

龙岗镇副镇长郑旭升表示，后续还将继

续着手研究公厕改造提升以后的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保洁机制，并把公厕纳入清洁乡

村的考核范围之内，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

实。

湍口镇塘秀村：
鹅卵石改建别具风格公厕

鹅卵石堆砌的外墙，干净的洗手台，明亮

的镜子，修葺一新的厕所间⋯⋯这座颜值大

大提升的公厕，便坐落在湍口镇塘秀村。

与其他公厕一样，该公厕配有男女两个

厕所间，其中男厕为四个蹲坑，四个小便池；

女厕为四个蹲坑，外面有一个洗手台，一个洗

拖把台，烘手机、纸巾、洗手液一应俱全。“真

的没想到，现在农村的公厕跟城里一样好，又

方便又清爽。”住在附近的农户说，以前哪里

能看到这么好的厕所哟。

说起塘秀村的公厕，湍口镇的周生伟说，

还挺“一波三折”的，其实这个公厕 2017 年

11 月份就已经施工了，后期因为资金问题停

滞下来了，现在看到的公厕是从去年五六月

份开始按照浙江省改造标准重新改建的。外

墙的鹅卵石都是从溪里淘来的，可谓是物尽

其用了，省材又省钱。

而对于该公厕的保洁，周生伟说，一般都

由住得比较近的农户负责，每天要对公厕进

行不定时清扫，确保公厕的干净整洁。

据悉，湍口去年已完成新建公厕5座，对

标改造22座，所有公厕由湍口镇统一制作公

厕标识标牌、温馨提示牌、公益宣传标语等，

根据各村特色，制作以本村风景为主的画框，

悬挂于公厕内部，引导群众文明如厕，在方便

的同时亦可放松心情，展现“一厕一景”。

周生伟说，农村公厕的改造无论新建还

是对标改造，都是以实用为前提，因地制宜对

建筑外观、内部硬件设施以及污水处理等更

新完善。同时要定期对公厕设施进行保养维

修，确保公厕设施运行正常。

加强管理
运营维护到位

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工作作为省、杭州市

政府民生实事工程，临安区高度重视。截至

去年，临安区已完成 607 座农村公厕的改造

建设，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 580 座考核目标

任务，完成率达 104.7%，并对完成新建和对

标改造的公厕，进行日常检查、交叉检查和专

项督查，对有问题的公厕及时进行整改。

为了使公厕得到长效运营维护，临安区

建立了农村公厕智能化管理平台，把全区各

镇（街道）、村的607座农村公厕详细信息（一

厕一档、文字、照片、负责人、保洁员等）录入

智能化管理平台，并安装在平板电脑上，随身

带、随意点开即可查看，一目了然，更好地便

于今后的督查推进和监督管理。同时实行

“一厕一长”制，全区 607 座农村公厕全部配

备厕所长，并要求厕所长每日开展巡查至少

1 次，查找、记录、反馈问题，倒逼保洁员加强

日常保洁管理。

吃喝拉撒睡，小公厕连着大民生，更关系

着乡村文明建设。厕所成为了横亘在现代与

落后之间的巨大鸿沟。这关乎环境卫生，疾

病传播，身体健康。“厕所革命”让民众用上了

卫生的厕所，成为最贴心的的精准扶贫。

“厕所革命”是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

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愿望。

临安区自2017年3月15日全面启动农村公厕建设改造

工作，以“每个村至少有一座达标公厕”为要求，针对不同区

域、不同的服务对象，临安区制定了“一厕一表一档一案”的建

设改造标准，努力打造“一厕一韵、一厕一景”。

小公厕 大民生
“厕所革命”打造乡村振兴新靓点

金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