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楠委员向记者展示手机上记录的一份表格，其中详细列明了调查事项

  “厕所是件小事， 但对老百姓

是件大事。 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们

反映一下。” 昨天中午， 市政协开

展现场咨询活动。 作为第一个抵达

咨询现场的委员， 邵楠第一时间来

到了申通集团“摊位” 前。

“您反映的地铁内厕所问题，

确实存在早期历史原因。 随着地铁

线路增多， 出行人员增多， 出行时

间增长等原因， 该问题逐渐凸显，

我们也关注到了， 正在逐步增加和

调整。” 仔细倾听和记录邵楠委员

调查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后，

申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该负责人坦言， 由于地下空间

有限， 且厕所调整涉及污水系统处

置等综合原因，调整只能逐步进行。

关于邵楠委员提出“闸机外

扩， 尽量让乘客可以在付费区内上

厕所” 的建议， 申通方面表示：

“将回去进一步梳理研究， 如果可

以， 我们再做得细致一点。 包括您

提到的手纸等问题。”

“厕所很容易变成维修中被忽

视的地方， 能否明确地铁厕所部分

的投入资金比例？” 邵楠进一步询

问。 对此， 申通集团表示， 将进一

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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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年，他们走完上海8条地铁沿线每一间厕所，提出优化改善建议

地铁里“走”出有“味道”的民生提案

历时半年， 带队“走” 完上海 8 条

地铁线路沿线站点每一间厕所， 形成完

整调查报告。

今年的上海“两会” 上， 市政协委

员、 市新联会副会长、 上海拙朴投资创

始合伙人邵楠递交了这份“味道” 十足

也分量十足的民生提案。

20 条地铁线路， 508 座车站， 运行

里程 831 公里， 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上拥

有最长地铁线路的城市。

跟这座城市大部分人一样， 地铁出

行是邵楠最常用的方式。 “久而久之，

我观察到地铁公厕的问题。” “这虽然是

城市管理中一个很微小的细节， 却关乎

上海整体形象。” 为此， 邵楠提案建议优

化改善地铁厕所环境。

“我前后花了三天半的时间， 走完

10 号线 37 个站点的每一间厕所， 发现

设在闸机内不用出站的仅有 2 个。”

“进进出出， 地铁票刷了 100 多块。” 记

者再次见到邵楠， 是上海“两会” 开幕

前两天， 在 10 号线龙溪路地铁站里。

彼时， 他正对提案做最后的整理和修

改。

邵楠一边走一边告诉记者， 对上海

地铁厕所现状开展调查的决定， 始于约

半年前。

“2023 年是上海地铁诞生 30 周

年。” 1993 年 5 月 28 日， 上海地铁一

号线徐家汇至莘庄段开通， 宣告上海地

铁时代正式开启。 过去的三十年中， 乘

坐地铁渐渐成为这座城市人们主要的出

行方式， 以 2020 年为例， 全年共 28.34

亿人次乘坐地铁出行。 人们有相当多的

时间在地下穿行， 地铁站点的相关服务

设施便凸显其重要性， 比如厕所。

上海地铁建设时间跨度长里程多，

地铁运维单位也多， 那么地铁厕所实际

运行情况究竟如何呢？ “在徐汇区民盟

几位热心盟员杨洋、 杨燕、 严民铨、 王

静玉、 方珂、 周欢庆、 俞丽平的共同参

与下， 我们历时半年， 实地勘查了上海

地铁若干条线路沿线的每一间厕所， 就

厕所位置、 标识、 男女厕位、 无障碍厕

所设置、 卫生打扫制度、 用纸、 洗手

液、 气味等维度展开考察， 并形成数据

表格。” 邵楠说。

记者在邵楠的手机上看到了其中一

份表格， 其中详细列明了调查事项， 每

一个站点都作出详细记录， 包括站点内

是否有厕所， 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是否

有纸巾、 洗手液， 卫生状况等等。

“总体来说， 上海地铁厕所设置全

覆盖面广， 基本做到了 508 座车站的全

覆盖， 有些站点是与站外厕所共用， 但

改进空间依然很大。” 邵楠说。

邵楠团队在实地走访中发现， 上海

的地铁厕所分为三类： 一类在付费区

内； 一类在付费区外， 但属于站内； 还

有一类在地铁站外。

“主要就是这三类， 还有一类属于

没配套厕所。 比如 10 号线国权路、 同

济大学和四平路站， 连续三站都没有厕

所。 不是说在付费区外， 而是根本没

有。” 邵楠说， “这种问题， 平时很少

有人会去注意。 但对于真正有需要的

人， 可能会构成很大的麻烦。”

以厕所位置为例， 虽然 2017 年后

地铁设施设计已经要求厕所位置需在付

费区内， 但 1 号线付费区内厕所与线路

总站点比例为 13/28， 2 号线 19/30， 3

号线 17/29， 4 号线 15/26， 7 号线

3/34， 9 号线 11/35， 10 号线 5/31， 11

号线 9/38， 12 号线 6/32， 13 号线

0/19!“2018 年才建成的 13 号线， 全部

厕所均位于付费区外。” 邵楠说。

而根据 4 号线、 9 号线、 10 号线、

14 号线数据显示， 18%的站点没有无障

碍厕所； 30.4%的厕所 （男女） 没有提

供厕纸， 剩余点位有收费纸巾机 ；

14.4%的厕所于站台内无明显指示标记；

15.9%的厕所有明显异味。

邵楠提案建议全面梳理地铁站点包

括但不限于厕所的公共服务设施， 针对

那些老旧破残设施更新换代。 尽管前期

地铁公司提出了“十分钟内” 免费进出

闸机的政策， 的确缓解了一部分此类需

求， 但邵楠依然建议“对于那些改址不

便的付费区外的厕所， 建议闸机外扩，

尽量让旅客可以在付费区内上厕所。”

随着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 的颁布实施， 邵楠建议地铁站点应

尽快补齐无障碍厕所等设施， 方便特殊

人群使用， 如有条件还应增设母婴室。

同时， 建议站台上需有明显厕所指

示牌， 做到抬头可见， 车厢内到站播报

增设厕所位置提示音。 “目前可刷二维

码进站的‘METRO 大都会’ APP 的

确有厕所位置显示， 但鉴于购票进站有

多种选择， 对于持有地铁卡、 购票进站

或支付宝进站的旅客和外地人、 外国人

而言， 这个应用并无帮助。” 邵楠说。

邵楠在提案中还建议明确地铁厕所

部分的投入资金比例。 “根据了解， 地

铁公司每年下拨经费用于维护设施费

用， 但其中并未明确用于卫生厕所的资

金比例。” “希望每一间厕所均有纸巾

可用 （可以引进第三方付费服务）， 健

全卫生打扫制度， 努力做到无明显异

味、 水渍。”

也许有人会说， 为什么要关注

这么细小的事？ 值得不值得花那么

大功夫去关心地铁里的公厕？

上海是超大城市 ， 是人民城

市， 也是一座中心城市。 这样一个

特大型城市的治理， 就应该要下绣

花针般的功夫， 而要想织就一副高

质量城市美景 ， 针脚更要细 、 要

密， 通过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 巧

心， 提高精细化水平。

从外卖小哥， 到集卡司机， 再

到出租车司机 ； 从 71 路公交车 ，

到虹桥火车站……作为一名 “网

红” “民生” 委员， 邵楠近年来递

交的提案逾八成关乎民生。

结束采访的时候， 邵楠说， 他

将继续把关注民生这件事作为履职

中最重要的事。

我想， 这座城市， 既需要 “绣

花针” 的治理功夫， 也需要这样爱

较真儿、 接地气、 为人民的政协委

员， 才能更好回应民众关切、 解决

民生痛点 ， 才能更好塑造城市形

象、 提升城市魅力。

历时半年地铁里“走”厕所

13号线厕所均位于付费区外

这座城市需要“绣花针”的治理功夫，

也需要这样较真儿的委员
建议优化改善地铁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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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季张颖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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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方面回应： 将进一步研究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