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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城 市 化 进 程 的 不 断 推
进，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卫生间
的开放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市民
的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安
庆市城管委办公室创新建立了城
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卫生间对外
开放的新机制，为市民提供更为
方便的如厕服务。

这一新机制的意义不仅在于提
高市容市貌，更在于凸显城市文明
和服务水平。卫生间的对外开放
是解决市民生活需求的一种实际
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项具体
措施。通过推动单位向公众开放
卫生间，不仅让“方便”更方
便，也在向市民传递一种服务、
文明、和谐的城市形象。这对于
提升城市软实力，促进城市形象
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此过程中，强化规划引领尤
为关键。规划部门要在新城新区规

划中明确公共厕所建设数量和布局
要求，确保新建项目配建公厕，避
免因城市发展而导致公厕匮乏的问
题。强调“拆一补一、就近建设、
优化服务”的原则，确保在城市建
设中不断完善卫生间设施，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能开尽开是新机制的关键词
之一。动员行业单位在工作时间
对外开放临街一楼卫生间，需要
各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响应。此
外，透明化的管理和信息发布也
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皖事通”
APP 等渠道，方便市民随时查找
离自己最近的如厕场所，提高城
市服务的便捷性。

卫生间的管护水平提升是新机
制的保障。各单位在开放卫生间
的同时，必须加强卫生间内外的
环境卫生工作，确保公共设施的
整洁和舒适。同时，对于有条件
的单位，可按照标准设置无障碍

设施，以满足特殊人群如厕需
求。通过每季度的巡查指导，及
时解决各种问题，确保卫生间设
施的优质和可用性。

在城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卫生
间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
项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新机制
在提高城市服务水平、优化市民生
活、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都有着显
著的意义。在推进过程不断细化完
善，为建设更加文明、便利、宜居
的城市贡献力量。

细节见关怀 小厕所体现大文明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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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发展，公
厕等生活设施已经较以前更为普
遍。但是，不可否认，在闹市区
公厕少且分布不均匀，使不少市
民常常遭遇“内急”的尴尬依旧
时有发生。全市 142 家城区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厕所对外开
放，让百姓“方便”更“方便”，
无疑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
重要举措。

小厕所，大民生。如厕方便是
衡量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
让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放内
部卫生间，给路人“方便”提供
方便，是公共部门增加开放度、
提升公共形象的重要一步。可以
说，让社会单位卫生间物尽其

用，资源共享，解人之所难，打
破了只供内部人员使用的“特殊
堡垒”，也为提高厕所覆盖率提供
了另一种思路，堪称文明进步跳
动出的和谐音符。表面上看来是
一件小事，但是，在闹市之中能
觅得一处“方便”之地，就可多
解几分燃眉之急，对市民而言何
尝不是一件大事。从这个意义上
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
卫生间，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明
和开放程度，彰显了服务型政府
的要义，展现了为民服务的精
神，拉近了同群众的距离，折射
出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社会单位对外开放卫生间是好
事，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治理理念。但是对于这些单位而
言，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
会增加保洁、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对单位的秩序有一定影响等。因
此，相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开放厕
所规定，做好卫生间内外环境卫
生等工作，确保干净、整洁、无
异味。对于公众而言，也要养成
文明如厕习惯，不妨碍开放厕所
单位的正常办公或营运秩序，不
损坏公共设施，自觉做到有序如
厕，礼让为先，如厕后及时冲
洗，节约用水，不乱吐乱扔、不
乱刻乱画，争当文明如厕的示范
者。唯有如厕者都养成这样的习
惯，“共享厕所”才会更持久、更
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做文明的示范者 让“共享厕所”走得更远
冯新

1月2日，桐城市新渡镇永久村
高标准农田施工区，施工人员正在
建设引水渠。2023 年 10 月至
2024年3月，新渡镇持续推进74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惠及3000多农
户。项目完工后，农田达到“田成
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标准，耕地质量进一步提升，水
稻平均亩产可增收约250公斤。

（1月10日《安庆晚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良田、良种、良
法缺一不可。近年来，安庆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一块
田一块田抓提升、一亩地一亩地增
效益，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要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
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
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
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粮食
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三只手”持续
发力、精准有力，就一定能夯实粮食
安全之基、端牢“饭碗”。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运用政
府“有形之手”推动必不可少。围绕
安庆现代农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
农田分布及其资源利用和种植现
状，突出田块连片、灌排配套、环境
优美、设施到位的要求布局设计，充
分发挥政策杠杆引导作用，以及涉
农资金、专项债券的撬动作用，并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配套供给，加快实现碎田变
整田、小田变大田，进而升级成“旱
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同时
要结合美丽乡村和文旅发展，促进
农田提档升级，大力发展“农业+旅
游”“农业+康养”产业，不断提升良
田的含金量和附加值。

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当下，充分发挥市场

“无形之手”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
面要依托大企业支撑，招引和培育
一批规模化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加
快农田成片开发建设和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另一方面要依托新技术赋
能，高标准农田是耕地中的“大熊
猫”，其最大的特点是设施配套、高
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要
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融合农机、农
艺及互联网技术手段，推广应用机
械化育秧、插秧机播种、无人机喷
药，让农业生产更智能化、智慧化。

农民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
体，要着力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队
伍，吸引更多资本、人才走进希望的
田野，发展种粮大户，带动广大农户
一起抓好农田建设、粮食生产，让广
袤田野“丰”景如画。

高标准农田建设

要“三只手”同向发力
徐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