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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男厕人数寥寥，女厕大排长

龙，这是不少公厕的真实写照，女
性因性别原因如厕时间要比男性
长，为此要求增加女性厕位的呼

声一直存在。近日，上海推出无性别厕所，引
发网友关注和争议。有支持的网友认为，推广
无性别厕所可以避免成年人带异性的年幼子
女或者年迈老人如厕时会遇到的尴尬，的确有
积极的一面。有反对的网友认为，在无性别厕
所如厕时会面临异性不当的使用习惯或者意
外事件带来的尴尬。

无性别厕所引发争议

据世界厕所组织统计，每人每天上
厕所 6—8 次，女性如厕时间平均为 70
秒—75 秒，男性如厕时间平均为 30 秒—
35 秒，女性如厕频率大概是男性的 1.5
倍。

女性如厕时间长是上海推出无性
别厕所的主要原因，无性别厕所和普通
的厕所有何不同呢？记者了解到，无性
别厕所的隔间面积较普通公厕更大，进
入隔间后，门板上会提醒其他如厕者

“里面有人”。同时，隔间之间设计了高
达 2.30 米以上的挡板，隔间下方的缝隙
也将封死。

“公厕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市民
如厕的安全和隐私是可保障的，除非遇
到蓄意偷窥等极端恶劣的行为。”上海
相关负责人蒋瑞志表示，公厕还有一些
人性化的设施，诸如会一直播放音乐，
避免如厕时出现一些声音的尴尬。

蒋瑞志表示，建首座无性别公厕，
这是对合理配置公厕资源的试点，旨在
减少女性如厕排队的情况。

这一比较新鲜的“事物”一经推出
就引发网友热议。大约有五成网友对
无性别厕所的设立表示支持，认为这样

可以有效利用资源，解决女厕排长队难
题。有支持的网友认为，推广无性别厕
所可以避免成年人带异性的年幼子女
或者年迈老人如厕时会遇到的尴尬，的
确有积极的一面。

网友“@我会找到幸福的”：公共场
合设立无性别厕所的初衷就是更合理、
更方便、更人性化地服务公众，或许在
一段时间内人们可能略有尴尬，但是我
相信它带来的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不
久的将来它会被人们接受的。

也有近三成网友表示担忧，认为这
样不利于隐私保护，对资源也过度占
用。

有反对的网友认为，在无性别厕所
如厕时会面临异性不当的使用习惯或
者意外事件带来的尴尬。

网友“@红色的小卡司”：这样真的
很没有安全感啊，而且占地这么大真的
没问题吗？

还有两成网友表示，可以在男女分
厕的基础上，建无性别厕所供需要的人
使用。

网 友“@ 白 鹭 ”：这 个 其 实 不 冲 突
啊，可以在男女分厕的基础上再开设，
可以把选择权交给大众，让可以接受的
人去无性别厕所不就行了。

外国这样解决公厕资源问题

美国：政府公厕也对外开放

美国所有公厕都“挂靠”在书店、餐
馆、车站等公共设施内，就连政府大楼
的公厕都会对市民开放。即便是在郊
区，也很容易找到公厕。

为了方便人们快速找到公厕，所有
公厕都有明显的标志。商场的导购图
上会醒目地标注公厕的位置。哪怕是
在狂欢节游行的日子，当马路被封锁，
商店里的公厕不够用的情况下，许多临
时 搭 建 的 公 厕 也 十 分 干 净 、整 洁 、方
便。这一点给去过美国的游客都留下
了良好的印象。

德国：专门绘制公厕地图

为了让人们快速找到最近的公厕，
德国专门绘制了“公厕地图”，使人们得
以“按图索厕”。在德国各城市的城市
官网和旅游咨询处还可下载或索取“公
厕地图”。

被称为“世界博览会之都”的汉诺
威，虽然仅有 50 多万城市居民，但每年

的访客却有数百万。为了解决游客和
市民的解手问题，汉诺威市政府早于上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绘制“公厕地图”，并
定期推出新版本。地图中的公厕遍及
公园、广场、旅游景点、车站等人流较多
的公共场所，也罗列了加油站、商场等
消费场所的公厕。

日本：走上百米就能找到公厕

日 本 虽 然 国 土 面 积 不 大 、人 口 不
多，但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却很积极。
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公共厕所是显现出一个国家或城
市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在日本东京
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如果人们走在
大街上突然内急，想就近找到公厕并不
是一件难事。因为日本大城市除了街
上和公园有公厕外，超市、百货商店、车
站、公园、写字楼内等公共场所都有公
厕，均可提供给民众使用。即便是办公
楼，只需跟门卫打声招呼就会得到帮
助。就算在一些私人的小店请求借用
厕所，也不会被拒绝。对于外国人来
说，在日本大城市无论是跟团旅行，还
是自由行，基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公厕，
一般走上百米就能找到。

“无性别厕所”现身上海
五成网友支持，近三成网友表示担忧

本报记者 蔡炳先

“中国第九大菜系”食堂菜的菜谱里，
一天之内多出了上百个新成员。11 月 12
日，一场上海高校食堂间的“创新菜”比
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东华大学
食堂借鉴“菊花鱼”，推出了一道“怡香菊
花鸡”引起了现场的热议，最终斩获禽菜
类前十名。

在长达数个小时的比赛中，来自 37
所上海高校的 100 多位厨师轮流上阵，共
制作出菜品 111 个。这次比赛的菜品以
家禽类菜肴和各式点心为主。譬如，上海
师范大学厨师孙荣根以豆腐、鹅肝为原
料，辅以松仁、香菜，现场制作出一碗碗

“白玉鹅肝粒”。
专业评审之一、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徐长宁告诉记者，因为上海
大学生来自各地，“又在长身体”，高校菜
要做到营养丰富，也需满足各式口味。专
业评审们主要考量菜品的色、香、味、形
以及创新性和合理性。合理性指的是菜
品能推广和普及到全部高校。据主办方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介绍，符合大赛规定
的菜肴，单价不超过 6 元，每份重量混炒
菜 200g 左右、块状菜 100g 左右。最终，在
历经数个小时的比赛后，东华大学怡香菊
花鸡、复旦大学一品葫芦鸭、上海财经大
学时蔬鸡翅、上海外国语大学灯笼鸡米盏
等 10 道菜脱颖而出，获得禽菜类前 10 名，
东华大学白菜酿绣球、上海音乐学院果味
麻花鱼、上海交通大学芝士烤甘薯等 5 道
菜获得人气类前 5 名。 （腾 讯）

高校食堂评“创新菜”
菊花鸡、葫芦鸭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