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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发珍的娘家在广西桂林，是嫁到
湛河区曹镇乡邢铺大王庄村的外来媳
妇儿。中原河南，在她的眼里，是实实
在在的北方。

当年跟随丈夫回到平顶山，除了五
颜六色的塑料袋，村子坑塘里经年累月
堆积的生产生活垃圾，以及村民随地乱
扔、随处焚烧垃圾的现象，也一度让李
发珍忍无可忍。

为此，今年 2 月 15 日，李发珍带头
发动了一场垃圾分类战。

截至目前，这场变革还在大王庄这
个仅有 90 余户居民的小村子里坚持
着。而这场变革带来的效应，是大家没
有想到的……

绝地反击

垃圾分类，一日多次，细碎繁杂，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村民们愿意干吗？
能坚持下来吗？这些没有多少集体生
活习惯的“农村人”能组织得起来吗？
那么多大城市尚未推开，一个小村庄竟
然给“拿下”了？

李发珍不这样想，在她看来，农村
实施垃圾分类有着先天优势——土
地。有了土地，厨余垃圾堆肥就有了条
件和用武之地。而且垃圾分类，人人受
益，村民们没有理由半途而废。

“我们实行的算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分类法，厨余垃圾和非厨余垃圾，厨余
垃圾一部分喂鸡，因为鸡吃得比较杂，
一部分堆肥处理后还田。非厨余垃圾
中，李爷爷会挑出有毒的和能卖钱的，
其余的运送到村里的环卫垃圾桶。”李
发珍说，这叫“两次四分法”，这一分类
法看似简单，作用却不可小觑，因为源
头分类能实现垃圾85%的减量。

而发珍口中的李爷爷，名叫李遂
正，76岁，退休教师，她唯一的也是相当
得力的搭档，主要负责挨家挨户收运和
二次分拣垃圾，月工资800元。

谈到推行垃圾分类的初衷，李发珍
苦笑：“被逼的。因为有了孩子有了家，
走也走不了，又无法忍受这种环境，所
以只能绝地反击！”

李发珍今年32岁，2008年从广西师
范学院本科毕业，之后相继在南宁、苏
州工作，2012 年丈夫考上公务员，她也
随之定居平顶山，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大女儿4岁，小女儿1岁。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发珍留恋农
村，喜欢泥土的味道，只有脚踏土地才
感觉到踏实。

然而，一腔热爱并没有换来满心愉
悦。“无论是空气质量还是人居环境，都
跟我以前生活过的南宁和苏州差太
多。”李发珍说，她刚来那会儿，发现焚
烧和随手乱扔垃圾现象非常普遍，大家
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有她干着急。

而真正下定决心行动起来，是缘于
今年初的一次垃圾焚烧。

李发珍家门前有一块荒废的宅基
地，时间一长竟成了垃圾场。垃圾久堆
不下，自然要烧，这是村民的习惯做
法。当天，滚滚浓烟和呛鼻的气味顺风
直向李发珍家扑来，把正在哺乳期的她
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团团包围。不得
已，她用毛毯把自己和女儿全副武装，
逃也似地躲到了婆婆家。“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因为焚烧垃圾最可怕的不
是这些呛人的浓烟和刺鼻的气味，而是
二 英！”

发珍说，二 英无色无味、毒性极
强，自然界的微生物和水解作用对其分

子结构影响较小，因此很难自然降解消
除。它还会被人体、动物等吸收进入食
物链，目前已被国际癌症中心列为一级
致癌物。

想到自己的童年在家乡的明山秀水
中度过，而女儿却要成长在雾霾和垃圾
中，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蓝天、纯净的饮
水都将成为奢侈品，李发珍忍不住心痛。

正是这份心痛，坚定了李发珍和垃
圾死磕的决心。她从网上查阅大量资
料，在综合了解、对比各地垃圾分类的
情况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浙江金华的

“两次四分法”上，并结合大王庄的实际
情况，制定出《大王庄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奖惩办法》。

带着这份《办法》，李发珍找到村委
会，得到村委会认同之后，却要面对更
大的难题——资金。村里拿不出钱来
帮她推行垃圾分类。李发珍又找到了
曹镇乡政府，同样得到了认同，但由于诸
多现实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资金支持。

但李发珍不愿再等，1月29日，她申
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发出第一篇
文章《募资·农村垃圾分类·给孩子留一
个干净的世界》，以图文的形式，介绍了
大王庄的环境，并恳请大家为农村垃圾
分类贡献一分力量。“发在朋友圈里有
的人可能不会留意，我就挨个发给每一
位微信好友。”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仅仅
一天时间，就众筹到2500元现金。“太振
奋人心了！”

拿着这份启动资金，李发珍做了一
份3个月的活动预算。也是在这个过程
中，她意识到，实施垃圾分类，必须全民
参与，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节约经费。

“因为村民们从源头进行了分类，所以
除了保洁员的工资，别的不花什么钱。”

在这之前，李发珍还做了大量的前期
工作，比如原始宣传——用粉笔在主街
道的房屋外墙上书写标语，“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村庄变花园，大家齐动员”

“随手一分，受益一生”……
“我很清楚，一下雨这些标语就会

被冲刷掉，存不长时间，但我还是要
写。”在李发珍的带动下，村里留守的媳
妇儿们都参与了进来。大家一起写标语、
入户宣传。就是这样的办法，让大王庄
村民对垃圾分类有了一个初步却也深刻
的认识。

2017 年 2 月 15 日，对大王庄村来
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
天，在李发珍的带领下，这场轰轰烈烈
的垃圾分类战正式打响。和往日相比，
在大王庄村民的大门口，多了两个桶：
一个放厨余垃圾，一个放非厨余垃圾。
这些垃圾由清洁员定时收运。

尽管外表很镇定，但李发珍的心里也
在打鼓，“毕竟不是村干部，说了村民不一
定听，只能靠鼓励。”为此，她设计了积分
制。以家庭为单位，垃圾分类做得好，得
1分；做得不好或不做，不得分。由李遂正
每天收运垃圾时统计，李发珍一月做一
次汇总。积分可兑换小绿植、盐、红糖，
还有网络上爱心人士捐赠的衣服、书包。

战略制胜

除了解决新垃圾，还要消化旧垃圾。
今年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在李

发珍的带领下，大王庄村开始了第一次
大规模的捡垃圾活动，原则上是每家至
少出一个工，否则就交50块钱。

肯定有人不愿意，李发珍也想到
了，所以她先从关系处得比较好的几个
年轻媳妇儿入手，再由她们去劝说周围

的人。农村到底是个人情社会，相互之
间免不了沾亲带故，这些年轻媳妇儿嘴
甜有礼貌，进门就“大爷”“婶子”地叫，
因此，即便有人不情愿，也会碍于面子
答应。而且李发珍告诉她们，要多多利
用熟人间的舆论牵制，“为村里做好事，
别人家都出工了，你家不出？”

“我知道好多人虽然口头上答应了，
但是心里还是在观望、怀疑。不过，让我
欣慰的是孩子们的表现。那天，他们早
早就到我家集合，还催我快点出发。和
李爷爷也是在那次活动中认识的。”

李发珍说，可能是大家的热情高涨
触动了李遂正，临近活动结束，老人专
门跑回家取出珍藏多年的“雷锋奖章”，
给孩子们戴上并合影留念。原来老人
是位“老雷锋”。照片在朋友圈里分享
之后，家长们也很高兴。“促使更多大人
支持、参与垃圾分类，孩子们功不可没。”

又一个“小手拉大手”的成功范例！
但是，分拣之后的垃圾如何处理是

个问题。经过协调，曹镇乡政府答应免
费收运分拣后不能处理的垃圾。“这真
是莫大的帮助，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

“有人那天没出工吗？”
“当然有！”
“交钱了吗？”
“不能算交，算我耍赖‘骗’的。我

以借钱的名义把钱要到手，然后告诉他
们这是不出工的‘罚款’。”

也正是因为“罚款”事件，村里人开
始对李发珍刮目相看，觉得她是个秉公
正直、决心干事的人。之后，每隔一段
时间，她都会号召大家捡一次垃圾，不
仅不再需要入户做思想工作，而且参与
的人越来越多。

提起 3 月 5 日那次捡垃圾，李遂正
也感慨万千：“那是我第一次重视垃圾
这件事，我有时间，但从没想过去为改
善环境做些什么，想不到年轻人站了出
来，我相信他们能做好。”3月18日，之前
的保洁员由于身体原因不干了，李遂正
开始了与李发珍的“合作”。

为了省力高效，李发珍还花 800 块
钱给李遂正买了辆二手电动三轮车。
聪明的李爷爷用两块木板将车斗一分
为三，分别用来放能卖钱的和有毒的垃
圾、能堆肥的厨余垃圾、不能堆肥的非
厨余垃圾，原始又智慧。

转眼到了 5 月中旬，李发珍在大王
庄推行垃圾分类已经三个月了，一切都
在渐行渐好：村里的环境明显改善，村
民的环保意识正在提高，对垃圾分类也
越来越看好。只有一个问题，也是致命
的问题——资金断链——尽管需要花
钱的地方并不多，李遂正每月 800 元的
工资如何保证？

“清运垃圾又累又脏，尤其是下雨
天，而且还要进行二次分类。李爷爷虽
然年纪大，但是干活非常认真仔细，他
的工资我必须保证。”思来想去，李发珍
决定入户筹集资金，每位常住居民收 2
元。按她的话说，这叫“污染者付费原
则”，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谁污染环境
谁就得付出经济代价。

就在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方案》，决定2018年1月1日
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李发珍的思路与此不谋而合，没想
到一个小女子、一个小村庄竟然走在了
全国的前面！

不过，要钱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
厚起脸皮，李发珍再次利用了自己的身

份优势，“外来的媳妇儿嘛，大家都会对
我客气一点，而且大家也都实实在在看
到了变化。”因此，这两块钱李发珍收得
不算很难。不过，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走向城市，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每个
月李发珍收到的钱不到 500 块，余下的
300 来块需要自己贴补，而她也只是个
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

现在资金虽然不是很充裕，但是起码
能保证村里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常运行。
每月一次的收钱，李发珍也不是拿了钱就
走人，宣传环保理念、交流心得和体验、
拉拉家常，一家一待就是三四十分钟。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不仅认识而
且认可了这位外来媳妇儿，这是她意外
的收获。

期待突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保意识的觉
醒，许多城市已开始推行垃圾分类，但
由于诸多因素使然，效果并不是很理
想。而在大王庄，这个仅有90余户居民
的自然村内，由李发珍个人发起并自筹
经费的垃圾分类战，不仅意外地坚持了
下来，而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大王庄的环境虽然有了明显改善，
但是管得了本村人管不了外村人，看到
大家辛辛苦苦捡干净的路面又被来往路
人扔脏，李发珍着急上火，“保护的速度
始终跟不上破坏的速度，最让我头疼的
不是资金，而是意识。环境保护刻不容
缓，需要每个人都切实行动起来。”

李发珍的微信里有不少垃圾分类
群，大家除了探讨经验、交流心得、互相
鼓励，还会彼此之间提供一些帮助。李
发珍就得到不少外地专业环保组织和
环保人士的帮助，这让她很受鼓舞。

“家里人支持吗？”
“老公支持我！”发珍说，婆婆的思

想比较传统，认为辛辛苦苦培养两个大
学生，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城里找个像样
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她觉得我让
她很没面子。”发珍无奈地吐了下舌头。

从李发珍家出来，碰到聚在村口织
毛衣的几位大姐。聊起垃圾分类，她们
丝毫不吝赞美：“刚开始接受不了，现在
大家的心越来越齐了！”“以前这个季节
塑料袋满天飞，现在看我们村多干净。”

“孩子们分得可好可仔细了！”“别的村
都羡慕我们村哩！”……

为了活动时方便通知，李发珍挨家
挨户上门“扫”微信，组建了“大王庄青
年群”。这是一个好名字，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相信青年一定会给这个
村庄带来新气象。

再过几天，李发珍将受邀赴信阳市
平桥区郝堂村，为那里的村民介绍环保
知识、宣传环保理念，并帮助“两次四分
法”在当地运行、推广。

如何引起大家的重视，变一个人、
一个村的单打独斗为全民共同参与，进
而寻找更多可行的办法破解垃圾分类
难题？李发珍始终认为，垃圾分类与意
识有关，和素质无关。她的愿望是让越
来越多的人觉醒并参与进来，那样垃圾
分类的前途就会越来越光明。

李发珍的初衷与宏愿
◎蔡文瑶 张亚丹

诗言志，歌咏音。歌诗合为事而
作。未曾料到阔别多日的警友苏福根，
竟然捧来厚厚的一叠诗稿，欣赏品读之
际，感慨良多。当年，福根同志曾因警察
读书活动在公安部宣传局参与工作。忆
得他每日上班永远是警蓝色制服，宽宽
的额头总在思考，接受任务向来是火一
样的热情。重返一线后，他勤恳耕耘于
当地公安宣传工作，我们之间不断有电
话联系。士别三日，竟有如此丰硕成果，
实乃可喜可贺。

有人会问，警察乃国之重器，“警之于
前，察之于后”，以剑与盾、血与火为常态，
与风花雪月、诗情画意简直风马牛不相
及，怎么会与写诗抒情扯在一起，岂不是
无病呻吟、附庸风雅吗？如此看法实在大
谬不然。警察不仅有诗和诗人，警察本身
就是慷慨悲歌且侠骨柔肠的英雄之诗。

作为除暴安良的职业群体，和平时
期的警察每日都在遭遇小型战争，是刀
光剑影中的舞者，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
喜悦，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冲冠怒气，是
捍卫公平正义的壮志豪情。警察不可一
日无诗，作为卫护百姓安宁的国之坚盾，
生活中的警察就像一堵堵遮风挡雨的
墙，一片片沙漠中的绿洲，像老人的拐
杖、雨中的伞、阳光下的浓荫、暗夜的灯
光。每颗帽徽下，是那一张张朴实无华
的脸，随时准备挽狂澜于既倒，救危难于
水火之中。警察有大爱的情怀，不可一
时无诗，警察是世间不倒的长城，由成千
上万块砖石构成，每个警察都是活生生
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们为人父或母，

为人夫或妻，更为人儿或女。他们情感
丰富，有情有义，也有惆怅与感伤，焦虑
与彷徨，特别是见惯了流血和死亡，他们
比常人更需要抚慰与舒缓，饮啜心灵的
鸡汤。警察呼唤社会的理解与关爱，需
要借助诗与诗意的翅膀。

所以你能理解，警察为何与诗结下
了不解之缘，当今警察为何喜爱写诗和续
诗。而中原警察苏福根正是这万千警察
诗人中的一个，而且是特有的“这一个”。

福根从黄河走来，他的诗带着中州
沃土的清新，流淌着大河般的深情，熔铸
着山城警察的气质，展现的是一幅多姿
多彩的生命画卷。他时而吟咏，时而慨
叹，长啸而歌时，大弦嘈嘈如急雨，委婉抒
情时，小弦切切如私语。豪放与悲悯齐
飞，唯美与婉约共长，并兼有历史的厚重。

请看《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歌》：我
来了／牵来一条龙／牵来了黄河的杰作／
我从小就摸透了黄河的脾气／从小就赤着
双脚，扎着绳索／拉来了五千年灿烂的文
明，拉来了／汗涔涔酱紫色的生活……

再看《警察妻子的守望》：天上不解
构艺术，只播种／夜夜流星雨／卧了碧
潭，醉了玉盘……

写怀念故乡的《今夜无诗》：想那童
年岁月／母亲牵着我／头枕蛙鼓／给星
星点名，读那／怎么也搅不碎的水月，争
抢／父亲牛桶里胡萝卜的甜香。

写《母亲》：电话里，我是母亲永远长
不大的顽童／朔风里，我是母亲手中避

风的寒衣／岁月里，我是母亲两鬓的第
一根华发啊／沧桑里，我是母亲嘴边脱
落的第一颗牙齿。

而最令我读之动容的则是献给鹰城
公安英烈的长诗《又见桂清》，诗中讴歌了
英模孙桂清擒凶护民的壮举：“住手，我是
警察！”／血染的雕塑／站起了一个铁打
的英雄。山城中英雄辈出，象蒋永辉、李
福堂，还有英模赵根元，还有为救落水父
女献出生命的交警葛汉斌……整个中国
从南到北，正是由于这道人民的脊梁，以
血肉之躯的生命代价铸就了社会安宁的
屏障。每日就有一个警察为民捐躯，每小
时有一个警察流血负伤，在岗位上离我们
而去的战友，平均年龄仅为42.37岁……

正气浩荡，国之坚盾。焉可无诗无
歌？让警营内外的诗人挥动如椽的巨
笔，为人民警察击鼓唱大风。歌曰，笔力
雄健横扫百妖威尚猛，文锋犀利刺破青
天锷未残，剑胆琴心再为民警抒豪歌。

是为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剑胆琴心抒豪歌
——《苏福根诗选》序

认识齐胜广是在市文化艺术中
心举办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
上，作为与会嘉宾，见他拄着双拐站
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专注聆听的神态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在参观
民间工艺品展区时，巧遇鲁山县文联
主席袁占才，他首当其冲地向我介绍
县里的参展作品麦秆画，并向我引荐
了齐胜广。

今年55岁的齐胜广，自幼生长在
风景秀丽的温泉之乡——鲁山下
汤。1962年，两岁的他患上了脊髓灰
质炎，双下肢无力，无法正常行走。
为给他治病，父母花光了积蓄，还把
小妹妹送人抚养，母亲甚至为他熬中
药熏坏了眼睛，可他的病始终没什么
起色……

1981年，齐胜广从焦作一服装学
校毕业后回乡，在下汤镇办起了服装
加工店。由于技术好、手艺精，他的生
意红火起来，不仅解决了生计，还攒下
了积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幼
酷爱书画艺术的他开始探索新的经
营项目——创办齐氏麦秆画传承保
护基地。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他的
麦秆画作品被越来越多人认可，一些
书画艺术家、收藏家和各界人士纷至
沓来，参观、探秘和选购。难能可贵的
是，齐胜广不仅在艺术领域造诣颇深，
而且还有一颗乐善好施、热爱公益的
心。近年来，他除了帮助邻里乡亲寻
找致富门路，还为众多残疾人提供就
业岗位，帮助他们重塑信心。

因为事先有约，我们抵达下汤镇
时，胜广已站在院落门口等候多时。
立在蓝天白云下，身着白色衬衫、立
领唐装的他，干净又精神，若不是支
撑的双拐，很难把他和残疾人联系在
一起。

互致问候后，走进展示大厅，满
墙麦秆画作，犹如神来之笔，我们不
禁啧啧称叹。齐胜广一边讲解，一边
介绍每幅画的创作灵感。当来到一
幅名为《松鹤延年》的画作前时，大家
不由放慢了脚步，只见画框里红日映
照下，六只美丽高傲的仙鹤引吭高
歌，振翅欲飞，色调和构图完美结合，
整幅作品光泽透亮，妙不可言。胜广
告诉我们，当初创作这幅作品时，常
常是早饭端到面前到了傍晚还顾不
上吃，费尽心思耗时一年，曾经有人
欲出价百万元收藏，他没舍得出手。

随后，我们上楼来到麦秆画制作
间，学徒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
在熨烫，有的在裁剪，有的在染色……
他们大多是残障人士，齐胜广不仅无
偿教授他们麦秆画的制作手艺，还免
费提供食宿，并鼓励他们学会一技之
长，早日摆脱贫困，把技术带回自己
所在的乡村推广和传播，力争让每一
位残疾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上下楼梯的过程中，我曾几次试
图搀扶胜广，但无论是在展厅还是在
作坊，他泰然自若的“行走”、游刃有
余的示范、谈笑风生的神采没有给我
任何助力的机会。我想是因为他早
已忘却了自己身体上的缺憾，也没有
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他
的不忘初心、仁义大爱，我们除了肃
然起敬，哪里还有资格怜悯同情？

道别时，胜广忍不住道出心声：
“我爱生养我的家乡，犹如爱我的生
命。每根麦秆、每幅草图都倾注了我
的心血和汗水，因为饱含爱意创作，
所以每每下笔如有神助。能让麦草
再现灵性、造福社会,能为残疾事业
再添光彩、奉献才智，于我而言是最
大的快乐。”

冬日访胜广
◎冯惠珍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革命年打
响以来，成效明显。截至今年 10 月
底，全国新改建旅游厕所 6.8 万座。
而且，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
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
升。需要指出的是，在推进厕所革命
过程中，必须坚决遏制建设豪华厕所
的冲动，让厕所回归本途。

人有三急，如厕第一。厕所问题
不仅是我国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
面，而且也是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
大问题。目前，全世界仍有 2亿人没
有卫生设施，直接排污造成土壤、食
物和水污染，每年有 150 万未满 5 岁
的儿童因此而丧生。因此，67届联合
国大会在2013年7月24日通过决议，
将每年的 11 月 19 日定为“世界厕所
日”，以推动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
设施建设，倡导人人享有清洁、舒适
和卫生的环境。

一直以来，我国都高度重视、十分
关心人民群众的如厕问题，并广泛开
展了爱国卫生运动。2015年，国家旅
游局向全国发出推进厕所革命动员
令。同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作出
重要指示，并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
多次走进农家，问及厕所情况。厕所
革命的持续推进，让群众“方便”更方
便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
怪现象：厕所一个比一个“高大上”，设
施一个比一个“新奇特”，使用面积巨
大，内部装修奢华，设计建造耗费惊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厕所是一种
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
把厕所环境改善一些，让群众如厕舒
适一些，本无可厚非。可是，倘若超过
了度，就别怨群众“爆粗口”。

豪华厕所之所以广受诟病，一方
面，它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电视、
沙发等设施纯属多余，水电缴费、饮
料售卖等功能没有必要，而且厕所越
豪华管理费用越高。有群众吐槽：与
其拿几百万建一座豪华厕所，不如用
这些钱去建几十所普通厕所。另一
方面，中看不中用。豪华厕所数量不
多，难以根本解决群众如厕难题。同
时，大多豪华厕所并没有解决厕位配

置、人性化服务等问题。再者，豪华
厕所管理难度大，多数开放时间较
短，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难怪人
们嘲讽：豪华厕所就是“驴粪蛋子
——外面光”。

厕所革命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热
切期盼，衡量着决策者的发展理念、
政绩观与工作作风。豪华厕所的跟
风建设，说明一些地方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还不牢固，一味地迎合某
些决策者的喜好，忽视了群众的基本
需求；说明一些地方决策者政绩观错
位，死要面子，错把形象工程当政绩；
说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作风浮躁，急
功近利，不能集中精力去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而且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注
重调查研究，不倾听群众意见，靠经
验做决策，拍脑袋定项目，结果事与
愿违、出力不讨好。

厕所是给人用的，不是让人看
的。无论多么豪华，其基本功能都是
让人“方便”的。群众对厕所的要求并
不高，第一是干净整洁；第二是数量要
多且分布合理，让内急之人随时随地
都能找到“方便”之所；第三是男女厕
位分配科学，厕纸、洗手池等基本配置
齐全；第四是设置第三卫生间，给老年
人、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
提供贴心、暖心服务，仅此而已。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这
块影响群众生活质量的短板；持续推
进厕所革命，决不能跟风建设中看不
中用的豪华厕所，也决不能成为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的机会。各地要
高度重视、引以为戒，树立正确的发展
观、政绩观，扎实转变工作作风，坚决
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在共建共享中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果真如此，民之大幸、国之大幸。

小厕所，大民生
◎贾志琼

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