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的星级公厕越来越干净；果
皮箱不仅升级换代，数量还多了许
多；街头健身器材越来越普遍；公益
自行车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这
些城市公共设施在方便着市民生活的
同时，也面临着没有专项规划而导致
的不好建问题。不过，去年《漯河市
城市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已经编制完
成，今年将进行审批。我市公共设施
将遵循规划先行的原则，公共设施的
建设将更加规范合理。

找短板1

编者按：
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环境，随着我市城市化的推进，市区框架不断拉大，城市亮化、美化、洁化工程的实施，

人们生活的环境和企业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市区公共设施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的品位，为百姓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趣味。那么，我市
的公共设施目前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日前，记者从规划、建设、利用、管理四个方面进行采访，向广大读者推出“关注我们身边的公共设施”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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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身边的公共设施”系列报道 一之

公园、小区内的一些健身器材深受广
大市民喜爱，这些公共健身设备为市民健
身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今，我市各小区
内、街边游园里经常可见的公共健身器
材，就是为了方便群众锻炼身体而设置的。

记者在市沙澧河风景区看到，来这里
休闲的市民很多。这里安装有漫步机、转
盘、引体训练器、仰卧起坐等健身器材，
不少市民正在这里健身。65岁的张春兰告
诉记者：“老了有个好身体最重要，我每天

吃过晚饭就来到这里伸伸胳膊、敲敲腿，
扭扭腰，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呼吸了新鲜
的空气，这健身器材真不错！”

在市区淞江路的街头游园，一些孩子
们在滑梯上高兴地玩耍，旁边还有一些孩
子在玩沙子。不远处，老人们在健身器材
上锻炼身体。“现在城市的公共设施就是
好，在家门口，老少都有的玩！”市民陈大
妈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5年年底，市体

育局与市房管局联合完成了100个居民社区
健身设施建设工作，基本实现社区健身设施
全覆盖；市体育局与市林业和园林局结合完
成100个街头转角健身游园的建设及健身器
材配套工作；为沙澧河两河四岸100多处全
民健身站点配备健身器材1000多件；在市
区建设笼式多功能运动场6个；配合两城同
创工作，在源汇新区 20 个老旧小区安装、
更新了健身器材；更新改造了黄河广场、烟
厂花园、钟楼广场、双汇广场、老二中河堤
健身广场等社区广场的全民健身设施。城市

“10分钟健身圈”已经形成。

“10分钟健身圈”让居民在家门口锻炼

□文/图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一

城市公共设施 关乎市民幸福指数

前段时间，家住市区淞江路的65岁的王大妈遇
到了一件尴尬事：她在淞江路散步时，肚子不舒服突
然内急，可是没能找到公厕，不得已赶紧往家跑。王
大妈告诉记者：“年龄大了，说内急就内急，跑都跑
不及，这边的公厕太少了！你说建这条路的时候咋不
多建几个厕所呢！”

带着王大妈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市环卫处了解情况。
公厕人人都需要，但是谁都不愿公厕建在自家门

口。不仅建公厕，建垃圾中转站也一样，市环卫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淞江路在建设的时候，当时道路两
旁的商品房很少，居民也很少，所以公厕少的现象并
不明显。随着近年来淞江路两边住宅小区的开发建
设，居民人数也日益增加，公厕等环卫配套设施也显
得少了。“我们在淞江路上选址建公厕时，经过与相
关部门协调，已经选好了位置，但是就在准备建的时
候，附近的居民都不愿意，说是公厕有气味，难闻，
不让建在自家附近。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才建了个移
动式环保简易公厕。”

无独有偶。有市民反映市区辽河路上公厕少，于
是，市环卫处准备在沟张农贸市场北门口建一个10
平方米的移动公厕。“当时与沟张农贸市场、园林等
部门都协调好了，厕所不仅可以方便农贸市场的顾客
和商户，还可以方便附近的居民。可是，就在准备建
的时候，附近居住的一些老人前来阻止开工，就是不
让建。没有办法，我们又向东选了好几处址，但最终
都没能建成。”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其实，淞江路、辽河路等市区道路选址建公厕
难，只是市区建公厕难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群众需
要公厕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群众都不愿意公厕建
在自家门口。在已经建成的道路上选址建公厕，市环
卫处通常要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

公厕选址难 谁也不愿自家门口建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漯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自2014年1月经省政府批准以来，漯
河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城市建设品质不断提
高。我市的大项目、大工程都遵循了规划先行的原
则。但是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还没有出台城
市环卫设施专项规划，这就导致了公厕、垃圾中转站
等环卫设施，不能与在建道路一起建设，而是要等道
路建成后，再选址建设环卫设施。对此，市环卫处主
任黄宝锋说：“因为没有专项规划，等道路建设完了，
再选址建环卫设施就比较困难了。”

据了解，2014年，我市开始编制《漯河市城市环
卫设施专项规划》，按照环卫设施的设置标准，在市区
范围内规划设置了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公共厕
所、环卫停车场、建筑垃圾调配场等位置。这个规划
具有前瞻性，可适用至2030年。去年，《漯河市城市
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已经编制完成，今年将进行审批。

环卫专项规划缺失是主因

公厕、垃圾中转站是城市正常运营
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它们对于
维持城市环境卫生，保障市民健康具有
重要的作用。公厕、垃圾中转站虽小，
其数量、质量和管理水平，却是城市发
展水平的缩影。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
深入发展，城市公厕、垃圾中转站已不
仅 仅 是 为 居 民 生 活 提 供 服 务 的 卫 生 设

施，更是体现一个城市整体素质和文明
程度的标志。

随着两城同创工作的推进，以及市区
人口的日益增加，我市加大了对环卫设施
的投入力度。据市环卫处主任黄宝锋介
绍，近几年城区公共厕所都是与垃圾中转
站一起配套修建的。按照环卫部对环卫基
础设施的设置标准，每0.8平方公里～1平

方公里修建一座垃圾中转站，每平方公里
建3～5座公厕。目前，我市已建成338座
二类以上公厕，其中星级公厕 130 多座，
垃圾中转站 72 座，已经达到规定的设置
标准。2015年后，我市对破旧的垃圾中转
站进行改造升级，现在我市 72 座垃圾中
转站中，有近 50 座已经改造为垂直压缩
站和平移压缩站，剩下的 20 多座垃圾中
转站也将于今、明两年改造完毕。每座压
缩站均配有密闭压缩车，未来的垃圾处理
装置将更加先进。

我市二类以上公厕已有338座

城市大街小巷上设置的果皮箱，方便
了路人扔垃圾，保护了市容市貌的整洁。
从2013年起，市环卫处先后在全市范围内
配置安装了5000个新型果皮箱，今年将增
加安装 500 个。以后，我市每年还会增加
1000多个新型果皮箱。

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我市在
市区主干道，根据人流量的密集程度，每

隔30米就设置一个新型环保果皮箱。记者
看到，我市果皮箱有橘红色、蓝绿色。果
皮箱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坚固程度提高
了，美观并且耐用。市环卫处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新型环保果皮箱与旧果皮箱相
比变化很大。新型环保果皮箱增加了内
胆，清楚地标明了可回收箱、不可回收箱
以及烟灰缸，规范了垃圾的分类回收，也

方便了环卫工人对垃圾进行清理。果皮箱
使垃圾收集更加人性化、便捷化、科学
化，为市民养成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提供
了条件，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59岁的环卫工人李大爷告诉记者：“以
前的果皮箱容易被破坏，现在这个果皮箱
结实多了，清理起来也很方便。”在嵩山路
附近居住的胡女士说：“有了这些容量大、
密闭性强而且分类收集标注明显的垃圾
箱，每次扔垃圾方便多了。”

新型果皮箱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家住市区海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
的61岁的黄大爷，每天都会带着两岁多的
孙女，到附近的公益自行车服务点骑自行
车到河堤游园上玩耍，然后再骑着公益自
行车买菜回家。“现在公益自行车还增加了
小孩座椅，领俺孙女出去玩就不用再推她
的童车了。俺家住在五楼，带孩子出门时
骑公益自行车方便多了！”

记者了解到，让黄大爷受益的公益自
行车项目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大民生
实事之一。为切实搞好公益自行车项目建

设，市民政局与市建委、市规划局、市沙
澧河建管委等有关部门做了充分的前期准
备工作，实地调研并科学分析选择合适的
服务网点。此外，各相关部门专门到全国
首个利用福利彩票专项资金建设公益性公
共自行车系统的城市——洛阳进行考察，
借鉴其经验和做法，然后根据我市实际情
况制定了合理有序的实施方案。

据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我市的公益
自行车服务点是根据人流量、交通位置、空
间布置等实际情况来设计的，重点围绕居

住、办公、商业、学校之间的衔接。公共自
行车采用高度集成的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
系统由自行车停放管理、租用管理、通信、
清结算、调度管理、防盗等多个子系统组
成，能够实现无人值守和数字化监控管理，
能够通过IC卡自助租车、异地还车。

“低碳、环保、运动、健身。”不少市
民对公益自行车的出现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骑车爱好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
自行车美观方便，不想开车又不愿意走远
路，骑骑自行车，方便环保又省时。而且
公益自行车的出现，也提升了居民的幸福
指数和城市品位。”

公益自行车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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