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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刷脸考勤还能辨别臭味，如厕时间过长自动报警

邯郸路这处公厕高级感十足

导读

记者 黄志强

梅林的番茄沙司、正广和的汽水、凤凰牌自
行车、回力鞋、亚明灯泡……这些品牌你一定很
熟悉，但你或许还不知道的是，这些老字号或在
杨浦起家或在杨浦发展。

近日，《上海老字号“工匠精神”》专题展
正在五角场镇图书馆（政府路 78 号）展出，吸
引不少市民前往参观。

展览现场，“吴良材”“王宝和”“梅林”
“正广和”“冠生园”等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老

字号品牌齐齐亮相，文字、图片的形式让观者体
会到： 所有的民族品牌诞生的背后， 无一不是
“工匠精神”的传承。

上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国
民族品牌的“摇篮”，100 多年来，民族工业几
度沧桑，几经沉浮，但依旧曲折顽强地成长，形
成了一批具有民族原创力的产业品牌。 此次
《上海老字号“工匠精神”》专题展，从众多上
海老字号中挑选出 30 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牌，
让人们感受民族老字号走过的艰苦而光辉的
岁月。

《上海老字号“工匠精神”》
专题展邀您来观展

记者 黄志强

11月 27 日， 杨浦区与百度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开展合作，
提升城市智能应用水平， 杨浦将以更大的力
度拥抱互联网。在当下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正在逐个“触网”，街
头的公厕也概莫能外，更添些许“智慧”。 日
前，邯郸路、宁国路、抚顺路、三星路上的四座
公厕就率先升级为“智慧公厕”，亮相杨浦街
头。

科技应用让公厕更便民

毗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在位于邯郸路
446 号的这处公厕可以看到， 公厕入口处悬
挂着一台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使用情况，包
括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以及温湿度等各项
指标。公厕管理员只需点击大屏幕，就可轻松
完成设施设备自查、日常保洁作业、报修记录
等信息的登记。

在这块大屏幕上，公厕管理员可清晰地查
看到 24小时内公厕的人流数据及 30日内的
人流数据，使用高峰段、低峰段，一目了然，这
有助于管理员准确知晓应在什么时间段加大
保洁力度。过往需在纸面上登记的设施设备自
查、日常保洁作业、报修记录等信息，如今都只
需触摸屏幕，手指点一点，就能轻松完成。 同
时，如厕者还可对公厕环境、服务等进行评价，
如发现设备故障，点击屏幕即可报修。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早先已在上海几个
火车站投入使用的使用者感知技术也已被应
用于这 4处公厕。 公厕每间厕间的门锁和上
方都安装了红外感应器， 当使用者进入锁上
门后，外面屏幕上即显示该厕间已被占用。如
果使用者如厕时间超过 15 分钟，将会自动报
警，提醒公厕管理员前往查看，以免使用者发
生意外而长时间无人发现。

据了解，厕所内安装了多个传感器，用以

监控公厕内的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以及温
湿度等多项指标。一旦感知到指标超标，清洁
设备就会自动开启，通风、除臭、消毒。普通人
可能并不关心这些专业的数据指标， 但如厕
时的感受却因此而大幅提升。

此外，刷脸考勤、太阳能发电供应热水洗
手、智能自动给纸等高科技也一一得到应用。
公厕配备了这么些智能化的系统、设备，如厕
环境变得更干净、卫生，颠覆了市民对公厕这
一便民设施的固有印象。

男女厕位如何配置？ 让数据说话

男女厕位设置不合理， 女厕位紧张是长
期存在的问题。 公厕现有的男女厕位设置是
否合理，是否应适当增加女厕位？ 近年来，在
对老旧公厕的改造过程中， 这一问题始终困
扰着杨浦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随着智慧公厕
的出现，积累更多流量数据之后，将对公厕未
来的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据杨浦时报报道， 宁国路公厕开放已有
十余年，内部个别硬件设施已出现老化破损，
区绿化市容局已将其列入明年的老旧公厕改
造计划。该公厕现设有男站位数 4个，女蹲位
数 3个。而根据记录设备显示，11月 13日至
15 日， 公厕的男性如厕人数占到总数的
62.3%，且高峰时段，男性如厕排队情况比女
性更为严重。

去年，上海发布的新版《公共厕所规划
和设计标准》提出，上海公厕的男女厕位比
例至少要保证 1:1，商业区、餐饮场所、医院
等区域， 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应小于

1.5:1。 从宁国路公厕的统计数据看来，并非
所有公厕都适用这个规律， 这也提醒管理部
门不能在厕位比例的设置上依循成例。

以往， 管理部门更多是依靠统计数据、公
厕管理员经验判断、公厕周边区域发展规划趋
势等来决定公厕布局及男女厕位比，这其中多
多少少会出现设置不完全合理的现象。而随着
街头的智慧公厕数量更多、搜集数据更充分之
后， 就可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进行更精准的测
算，为科学合理布局公厕厕位提供有针对性的
参考。 到明年宁国路公厕改建时，用实际数据
做指引，应能满足市民的实际需求。

（更多“杨浦老字号”的故事请看本期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