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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智
坚介绍，144户人家每户的情况都不
一样，想要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谈何容
易。为此，街道会同房管局、置业集
团等部门进行再梳理，以原住民为重
点服务对象，以1平方米马桶入户为
核心，楼内建设合用卫生间为辅助，
弄内建设公用卫生间为补充三种方
案解决居民如厕难问题。

据悉，为了切实解决居民在解决
如厕难问题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难题
（诸如自有房屋面积太小无法安装入
户马桶、管道排布复杂困难，邻里之间
相互影响难以达成一致等），街道想方
设法予以处置解决，形成解决如厕难
工作的“一户一策”。总结下来，主要
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通过自有电
马桶升级改造、居民腾出自有空间建
设一平方马桶”方式，尽可能实现入户
独用。目前入户独用的共100户。二
是邻里商议建设合用卫生间，由居民
自治协商解决。三是通过“房屋产权
人尽责参与、辖区单位提供助力”等方
式，由社区共治共建解决。

为了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自
治自管营造美丽家园。该街道还结
合“两代表一委员”每月集中联系服
务社区，让代表和委员深入居民区了

解情况，为解决问题献策出力。充分
发挥区域化党建的优势，发动驻区单
位共同参与。比如，愚谷村居民区积
极与市教委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有
效方案，在愚园路 433 弄共同建设

“一站式卫生服务设施”综合解决38
户居民独用卫生间、微型消防站需
求。市教委拿出近100平米原本对
外出租的房屋用于给居民建设卫生
设施，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方案
三易其稿，最终建成39个独立卫生
间，做到一户居民一间，最大限度地
为居民提供便利。卫生设施建成后，
居民纷纷叫好，并主动配合拆除了原
来自己搭建的15个违章建筑。

据静安区新闻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经过多方努力，静安寺街道
解决老城厢居民如厕难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这个以“基本消灭小倒口、
如厕不出家门、不出楼道、不出小区
弄堂”为目标的惠民项目取得了显著
成效，通过一平方米马桶、楼内合用
卫生间、公共卫生间的方式解决了居
民如厕难题。同时，解决居民如厕难
问题也补上了民生服务的短板，抬高
了社区治理的底部，是同心家园区域
化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和社区共
治的生动实践。

一户一策，想方设法为民解忧
“自从有了这些卫生间，我们这

里的环境也好了很多！”谈及刚刚装
好的卫生间，家住景华居民区的赵阿
姨难抑激动的心情。赵阿姨告诉记
者，之前没有卫生间时，一家人都是
在便盆中方便，然后拿到马路上的小
倒口倾倒。“小倒口没有水清洗，我每
次倒完还得回家接水把便盆洗干净，
再回来把脏水倒掉。”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是华山
路常熟路口，周边很繁华。每天早上
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倒大小便，肯定很
难为情啊！”正因如此，赵阿姨一家白
天都到附近的公共卫生间方便。但
从家里到公共卫生间，步行最快也要
五分钟。所以一般晚上想要方便，只
能使用便盆。

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年的赵阿姨
一家，也曾想过在房间内装一个马
桶。无奈房间面积不大，一家四口居

住已经紧张，实在没有多余的地点安
装马桶，因此这个想法只能作罢。

事实上，像赵阿姨一样家住静安
寺社区黄金地段，却过着拎马桶生活
的居民还有上百家。据静安寺街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辖区内的老房
子多，居民住宅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
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以及改革开放
初期建成的老式高层，甚至有房龄百
年的老住宅。近年来，通过“美丽家
园”建设、公共厨房和卫生间改造等
一系列实事工程，居民居住环境和生
活品质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手拎
马桶数逐年减少。但是仍有144户
居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解决手拎马
桶问题。这些存量手拎马桶分布在
8个居民区的角角落落，缺乏建设空
间、房屋结构不佳，甚至是管道排布
难等，都是前期工作留下的难啃的

“硬骨头”。

家住黄金地段，却要用便盆

240万平方米老旧房屋、108万平

方米二级以下旧里、7.8万余户居民无

独立卫生设施……作为中心城区的黄

浦，高楼大厦的背后还有如此多简居

陋室。“十三五”期间，黄浦将每年旧改

5500户，但要消除二级以下旧里至少

还要15年。为此，黄浦区把消灭马桶

列为“不能等”的“三大工程”之一。

据悉，本着卫生设施“能装尽装”的

原则，黄浦区去年在旧式里弄房屋卫生

设施改造上“提速”，改造数量从往年

1000户到1500户提高到去年的3500户

以上，改造技术也有所创新。如老旧大

楼三层以上普遍存在水压不足的问题，

这给安装卫生设施带来一定障碍，去年

有关部门通过增设定制的上水管道泵

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提高卫生设施安装

率创造便利条件。“十三五”期间，消灭

马桶工程的推进力度还将加大。

此外，黄浦区团委集中开展的

“1+10+X”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志

愿服务项目中，专门有一项针对旧式

里弄马桶设计改造的“人气马桶”评选

活动，由黄浦区房产建设企业的青年

们根据自身所在区域和行业特点参与

其中，并且在“黄浦新青年”微信公号

上展示了景德里小区、51地块部分住

宅、133地块部分住宅、泰康路248弄、

西成里小区等广受居民好评的六大马

桶改造项目。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黄浦区“提速”每年消灭马桶数千只

今年，静安区政府与街道克服重
重困难，静安区主要领导多次实地调
研、指导并督办，努力消灭辖区内最
后144个手拎马桶，打算为居民打造
一平米如厕空间。

那么马桶装在哪里呢？以赵阿
姨家为例，其内部空间已经捉襟见
肘，肯定无法安装。那就只能装在
外面。但是她家所在的弄堂就在
马路边上，而弄堂内的空间也十分
狭窄，很难有多余的空间来安装马
桶。

这样棘手的情况让破解“如厕
难”工作陷入了瓶颈。工作人员思忖
良久，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
案。正当该工作陷入僵局，难以继续
下去时，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了一个

“新大陆”——与赵阿姨所居住的弄
堂一墙之隔的地方，是街道社区单位
金威物业的一个闲置的场地。这个
场地闲置已久，一直被用来堆放一些
无用的物料。

工作人员立即积极联系相关单
位沟通。在陈述了困扰居民多年的

“如厕难”问题后，金威物业欣然同意
将闲置的场地划出一块，用于建设卫
生间。有了场地，建造卫生间的事情
就提上了议程。为了确保施工能够
顺利进行，该小区自治共治理事会多
次召开了自治共治协调会。依照卫
生间最低面积标准，并结合现场的实
际情况，工作人员迅速制定了相应的
施工计划，并迅速进入到施工状态
中。很快。赵阿姨家就迎来了一座
崭新漂亮的卫生间——鹅黄色的瓷
砖、崭新的马桶……

在自治共治理事会的协调下，赵
阿姨和其他几户受益居民达成使用
及日后维护协议并明确了责任意
识。受益居民们纷纷主动募集自治
共治金，用于以后的设施维护和楼组
建设。

此外，赵阿姨家还迎来了崭新的
楼梯。她与邻居们商量在卫生间旁
的空地上搭上了崭新的晾衣架。“我
以后还要在这里放一些花，把这里打
造成一个小花园。这样我们以后就
多了一个聊天的地方！”

克服重重困难，制定安装方案

常熟路边小倒口的拆除，标志着静安寺街道辖区内144户使用手拎马桶的居民正式告别了马桶。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静安寺社区最后144个马桶“退休”
打造一平米如厕空间，为老城厢居民谋“方便”

“我们家三代同堂挤在
12平米的‘蜗居’里，除了
吃饭睡觉的地方实在没地
方安装马桶了，这次社区为
我们解决了一直以来的大
难题。”昨天上午，随着常熟
路边小倒口的拆除，标志着
静安寺街道辖区内144户
使用手拎马桶的居民正式
告别了倒马桶的生活，也预
示着静安寺街道基本解决
了老城厢居民如厕难问题。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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