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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F_BC_9A_E5_c57_614735.htm 话题背景 4月初，记

者了解到，重庆主城区现有233座公厕，大多数公厕中，女蹲

位都少于男蹲位，加上女厕所没有小便池，所以非常吃紧，

女厕所经常出现排队的现象。拿渝中区来说，公厕现有的男

女蹲位就不合理，其中男蹲位1283个，而女蹲位只有1081个

。近日，据市环卫集团负责人介绍，世界银行通过了对重庆

公厕改造贷款的评审，计划本月内签订贷款协议，提供4000

多万元人民币专项贷款，对主城区233座公厕实施彻底改造。

改造的第一目的，就是将男女蹲位比例颠倒过来，让女蹲位

多于或者等于男蹲位。 从3月起，厦门、广州、北京等地对

公共厕所制定新标准，由原来的“重男轻女”改为“重女轻

男”，男女蹲位按照2∶3（不含小便池）设计。作为热爱直

辖市的市民，你对重庆公厕改造有什么看法呢？这是常事钱

书华，男，重庆市第一公交公司司机 我记得前些年我看过一

个小品，说的是一个大孝子大清早起来为老母亲排队上厕所

，他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排在女厕所门口，招来后面

一大群女士的臭骂，突然，小伙子扭头高喊：“妈，快来，

轮到您老蹲了！”众女士虚惊一场。这个场面，我记了好多

年，怎么都没忘掉。为啥常有儿子替母亲排队上厕所，而少

见女儿代父亲排队上厕所？为啥在一些老居民区每天早上女

厕所门口常排长龙，而男厕所门口只有男士频繁进出却从不

用排队呢？这个问题简单得很，就是女厕所不够用。我整天

开着公交车在这个城市晃悠，女厕所前面排起长队的事情，



我见得多了。还好重庆男厕所从来不打挤。 不过，我每回和

我老婆出门逛街的时候，就烦得够呛了。老婆爱喝水，几乎

每次出门都要在外面找公厕方便。重庆很多商场的厕所不好

找不说，找到了她还得排队。每次她排队上厕所，都会把皮

包、大衣挂在我身上。我杵在外头，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

怪兮兮的。 主持人：你认为重庆应该怎么改造公厕，才能够

彻底根除这种现象呢？ 钱书华：首先，肯定要扩大女厕所的

面积吧。还有，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厕所内设置可以挂包、挂

衣服的地方？刘子繁，女，重庆热心网站编辑 我觉得吧，女

厕所的设计问题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我们城市、我们国

家对女性关怀的欠缺。问题症结在于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

念。所谓平等并不是均分，以为男女厕所的面积一样，就能

平等照顾到人的需要，根本没考虑女性的处境与需要。 去年

下半年，我在解放碑的一家快餐店排队上厕所，那里的女厕

所只有两个蹲位，所以队伍排得老长老长的，甚至堵住了男

厕所的门，后来有个特别“仗义”的女服务员在确信男厕所

暂时无人使用后，“号召”我们进男厕所解决，而女服务员

则在外面“把风”，最后导致欲“方便”的男性在门口也排

起了小队，牢骚满腹。 也许很多人都忘记了，因为生理上的

原因，女人上厕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是男性的两倍。而且，

女人上厕所，无论是大便还是小便，都需采取蹲位；而男人

上厕所十之八九采用站位就可完事。从明摆着的道理讲，女

厕所至少应比男厕所面积大3倍。但在现实生活中，比男厕所

大3倍的女厕所你到哪儿去找？ 主持人：你有什么解决的方

法没有？或者说，除了扩大女厕所的面积之外，你还想到什

么方法没有？ 刘子繁：有。比如说，现在很多服务性质的单



位中，女员工、女顾客多于男性，但是，厕所蹲位都是男多

女少。我建议这些单位可以考虑将男女厕所对调。陈洁，女

，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医生 显而易见，女人每天的如厕次数要

比男人多。从生理上讲，女人除大小便需上厕所外，每月的

例假期也需频繁地上厕所；从解剖学讲，女人的尿道比男人

短，一有尿意就得上厕所。但是，真正站在厕所前面的时候

，因为女厕所的蹲位不够，这些女性的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

。 多数人不知道这样的尴尬会对女性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前一阵，我们医院来了一个女病人，姓李，她才30岁就患

上肾结石。她经常忍着尿不上厕所，而且很少饮水，所以她

患上了肾结石。我觉得做女人真惨，上厕所经常要排队，要

习惯忍着，尽量少喝水，有些人宁愿忍着回家上厕所。 所以

，我觉得重庆的公厕问题必须解决。就算是为了健康着想吧

。 主持人：作为一名医生，你能告诉我们，女性如厕难会给

我们的身体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陈洁：如果长期忍着，后果

就是屡患膀胱炎。一旦有了膀胱炎，频尿和排尿疼痛往往接

踵而至。如果膀胱长期负荷过重，会损害排泄与新陈代谢的

功能，严重者会导致肾病、便秘，甚至尿中毒。谢建国，男

，渝中区公务员 重庆现有的公厕规划确实不合理，据我了解

，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现象的存在是有其原

因的，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受男女不平等观念的影响”。

以前吧，男性流动人口比女性多出许多倍，一般出门上班、

办事的多是男性，而女性大多是主内的，所以公厕的女性人

流量大大少于男性。为了避免造成浪费，以前修建的厕所都

是男蹲位大大多于女蹲位。随着女性从“家庭主妇”中解放

出来，在社会上顶起“半边天”，就出现了如厕难。 不可否



认的是，我国现在的建筑设计缺少人文关怀。苏联20世纪50

年代普通工厂的女厕所内坐便器、洗脸池、干手器、净身器

“四大件”就已齐全，还有热水洗手，我们现在能有几个厕

所达到这个条件？ 现在，北京提出男女蹲位数是2：3。重庆

眼看着也要迎来一个新厕所革命的时代，已经建好的各类厕

所如果男女不平等就算了，但愿今后再设计、建设新厕所时

多为女同胞考虑考虑，早日实现如厕男女平等。 主持人：对

于这个2：3的蹲位数，你赞同吗？你认为重庆是不是也该按

照这个比例来改造公厕呢？ 谢建国：这个应该实事求是，不

能“一刀切”。公厕男女蹲位的比例，应该根据公厕所在区

域人流量情况来定。比如商场，那儿是女人的世界，其公厕

男女蹲位数来个1：2也不多。比如歌舞厅、影剧院，在那儿

活动的男女人数大致差不多，其公厕男女蹲位数按1：1或者2

：3都可以。主持人小结 近几年，城市公厕是重庆外来人口

抱怨最多的问题。现在，寻着气味找厕所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重庆开始着手大力进行厕所的改造和升级。这不仅仅是对

女性尊重的问题，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城市建设将真正做

到“以人为本”。对于重庆公厕改造工程，我们期待会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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