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厕所 大民生”。农村厕改，如何让农民满意又能实
用？富裕县采用农户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和意愿，确定厕改
方式，厕改后农民使用起来实用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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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解困，就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6日，记者来到富裕县龙安桥镇兴裕
村村民张立臣家。张家的卫生间内干
净，没有任何异味。张立臣说，2019年选
择厕改时，村里给了五种厕改的方式，看
了示范户家之后，最后决定厕改使用“三
格粪池式水冲厕所”方便。“使用快两年
了，这种分格式处理粪便，由村里给清
掏，自己不用操心。”张立臣说，冬夏使用
起来感觉非常好。正在自己院子里准备
春耕的村民董福祥说，自家也选择“三格
式”厕改，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埋在地下的
排污罐“瘪”了，就按厂家留下的明白卡
上的电话，与厂家联系，厂家给换了新的
排污罐。

记者在厕改农户家看到，卫生间都贴
有一张“农村厕所使用管护明白卡”，明白
卡上写明了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厕改后的
维修人员，维修人员电话 24 小时开机。
董福祥说，县里不仅给各家发了明白卡，
还在兴裕村村头树立了全县改厕拟推广
模式宣传板，详细将室内、室外厕改的五
种方式进行介绍，并公布了厕改示范户人
家，供农户参观。

住在龙安桥村的仲伟顺，因病瘫痪在
床上。瘦弱的妻子考虑到使用室内的“非
水冲生态厕所”适合自己家庭状况，不用
水冲洗，只要定期投放降解菌剂，及时清
掏就可，使用起来很方便。仲伟顺妻子
说，夫妻俩使用这个厕所一年多了，就清
理了两三次，屋内也没有什么味道。

今年 72岁的徐桂琴不习惯使用室内

厕所。老两口商量后选择了室外厕改，采
用的是“室外卫生旱厕”。记者看到在离
老两口居住的屋子十几米的地方，建了一
个约两米高、宽约一米半的室外厕所，厕
所上方设有小排风扇，如厕后用盖子把蹲
位口盖上，防蚊蝇同时减少厕屋内异味。
等自然发酵后，进行集中堆肥处理。“政府
建的厕所真的很实用啊，也充分尊重我们
农户的意见。”徐桂琴的老伴由衷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农户在
厕改中充分享受厕改的方便与使用，富裕
县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住
建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及
乡镇政府等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农村“厕所革命”推进组。

富裕县厕改办负责人介绍，这里冬季
冻层较深，2018年县政府在塔哈镇吉斯堡
村、东塔哈村集中开展室内、外多种改厕
模式试点。通过群众实际使用情况，检验
改厕产品耐寒、抗压属性，淘汰不适合本
地使用的厕改模式，选择出适合本县实际
情况的厕改方式以及产品。

2019年年初，富裕县在兴裕村打造了
“农村厕所改造示范一条街”，组织有试点
经验和成功业绩的改厕企业，在 12 户沿
街农户家中，建设试点模式样板，拓宽农
户自主选择面。聘请第三方监理公司全
程监督施工质量，乡村两级均有改厕工作
人员全程跟踪监督检查。制作《富裕县农
村厕所改造示范样板宣传册》分发到 10
个乡镇改厕村屯，镇村干部入户宣传讲

解，引导群众自主选择。宣传册中，改厕
企业提供基本型、大众型和舒适型等多种
改厕方案，增加农户选择空间。富裕县农
村常住户数 31876户，2018年至 2020年共
完成厕所改造 11152 户。今年计划完成
600户室外厕所改造。

为杜绝改厕后“没人用、没人管”问
题，各乡镇均建立了改厕后期的管理维护
机制，成立了维护管理队伍，建立了管护
台账，设立了服务热线，配备了吸污泵，政
府采购 10 台吸污车分配到乡镇使用，形
成了建、管、维一体化管护机制。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有读者反映，牡丹江火车站前的道路旁，有
违规营运的三轮车和电动车。

近日记者来到当地了解情况，走出车站，便
可看到一个指示牌，指引旅客前往左侧的出租
车载客区域乘车。该区域内，出租车整齐地排
列在里面等客，执法人员在现场监管。

然而，记者走到广场外的光华街时，却发现
有四五台三轮车、电动车停在道边等客，这些车
都没有安装正规车牌，有的挂着“代步车”的牌
子，在两三米外就设有一个禁停标志。记者上
前询问，去江滨二区需要多少钱，一位车主回
答，8元。记者又问另一位车主，得到同样的回
答，见记者没有上车的意思，他说，打出租车去
得需要10多元，坐他的车便宜。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不时有刚
下火车的旅客与车主讨价还价，之后乘坐三轮
车离开。在此期间，一直没有人“干扰”他们的
生意。一位正规出租车司机介绍，火车站周边
管得很严，出租车可不敢在道边停车揽客；那些
揽客的三轮车、电动车都是非法营运的“黑车”，
扰乱了正常的营运秩序；这些“黑车”里面空间
非常狭小，坐着很不舒服，一旦出事，乘客想维
权都很难，希望相关部门早日将其取缔。

电动车、三轮车
火车站前违规载客
咋没人管呢？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日前，有读者反映，在哈尔滨市道
里区铁顺街人行道上有一处无盖井，非
常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10日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盖井
位于铁顺街上，与民桥街平行，无盖井
上方有两个木方，警示过往行人注意安
全，无盖井给行人带来一定安全隐患，
希望管护单位尽快维护。

无盖井危险
请尽快维护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3月15日，本版刊发的《哈站北广场
地下通道外墙面破损》一文，引起管理
单位的关注，日前天气回暖，破损的墙
面已恢复原貌。

4月2日，道里区哈站北广场管理办
公室综合科科长张海宁向记者反馈，之
前因为天气冷，他们对破损的墙面做了
临时公益广告牌的遮挡，目前天气回
暖，工作人员已对破损的墙体进行了修
复，目前该处已恢复了原貌。

哈站北广场
地下通道外墙面
破损已修复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绥化市鑫港湾居民反映，位于西北 1门附
近的居民楼外墙下水泥板塌陷、裂缝，大家怀疑
楼体变形，感觉住在楼里已经不安全了。

近日,记者来到当地采访，居民所反映的事
发现场位于鑫港湾小区北侧，紧贴着居民楼一
楼的外墙。近 50米长的范围内，水泥板出现不
同程度的塌陷、裂缝，最深处超过一米，最宽处
超过两米，里面散布着一些生活垃圾。相邻的
人行道步道砖也出现了塌陷和破损，行人踩上
去很容易崴脚、摔伤。

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塌陷的一侧有多家
门市房，商家经营活动受到了不良的影响，一些
业主在门前垫上了木板，以方便人员进出。

居民楼墙外为何会出现塌陷，居民住在里
面会不会有危险？

记者向小区物业进行询问，一位工作人员
在向小区开发商了解相关情况后，回复记者说，
小区开发建设的时候在居民楼外墙下建设了地
沟，准备用于供暖管线的安装工程，后来不知什
么原因，这些地沟没有用上，时间长了就废弃
了，由于年久失修加上周边的泥土沉降，造成地
沟上的水泥盖板破裂塌陷。目前开发商已开始
组织工人对塌陷位置进行维修回填，完工后将
重新铺上一层水泥板，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说，从目前情况看，这
些水泥板塌陷破损不会对小区楼体安全造成
危害。

居民：
楼墙外水泥板塌陷
住着还安全吗？
物业：将于近期修复，不会有危险

清明假期时，在香坊区的劳动
公园里，活跃着“两伙”十一二岁的
男孩子，他们是两个战队，端着冲
锋枪对战。每个人的基本装备包
括两部分，一支冲锋枪和一个头
盔，头盔上有感应接收装置，被敌
方枪体发出的光线“子弹”击中，灯
就会亮起来。“我们的耳麦里有声
音，就和上了战场一样。”男孩们这
样介绍。

“玩枪玩炮的，男孩子小时候
基本都这样。”一些陪伴的家长介
绍，他们的孩子原来也玩学校周边
小店和地摊的危险玩具，管也管不
住，后来一些家长在微信群里商量
下，集体为他们买了这身装备。“这
样玩着才健康，大家学会了配合，
有了集体意识，而不是简单地只是
为了恶作剧。”一名女性家长为记
者演示了操作方法，并建议更多家
长参与进来。

“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危害。”
一些家长说，相关部门年年都在清
理校园周边，可乱象还是存在，关
键就是对孩子缺少引导，只堵不
疏。“健康的游戏必须有，这样孩子
才能远离危险的恶作剧。”

倡导健康游戏
远离恶作剧

龚先生家住和兴头道街，孩子 9
岁，是个“淘小子”，喜欢枪械。几年
前，他在透笼玩具市场，给儿子买了
支狙击步枪，弹夹可以装填弹丸击
发。“我没有买弹丸，也告诫他不能打

‘子弹’，他玩了一阵儿就扔一边儿
了。前两天他又翻了出来，我询问之
下才发现，他不但买到了弹丸，还买
到了瞄准镜专用电池。”

龚先生说，家附近有两所小学，
学校周边有不少文具店，这里不但偷
偷售卖劣制玩具，还售买“制式弹
丸”，一种橙黄色的小塑料球，一元钱
一袋，有几十粒之多。细思极恐的龚
先生，没收了儿子的狙击步枪，没几
天却又在他的书包里发现了一把手
枪，儿子交待这是“水弹枪”，10元一
把，是打水弹的，没危险。“我上网查
了一下，全国各地都对这个玩具声讨
过，操作不当就会射伤人！”

水弹枪在学校周边的文教用品
店、食杂店、地摊，都可以买到，三四
年前售价可达数十元。可即便是最
便宜的，射击威力也可以打穿A4纸，
将西红柿、黄瓜等水果打出一个洞。

玩具枪出了
“制式弹丸”

9日，记者来到沙曼小区，见
到了退休老师李女士。她说，从
和兴头道街到她家小区附近，有
两所小学、一所初中、一所高中、
一所大学，还有中兴街早市、哈师
大夜市和不计其数的文教用品
店。“你可以走走看，五花八门的
玩具都有出售，不过商家都是老
油条，成人和陌生人去买管制玩
具，人家就不会搭理你。”

记者沿和兴三道街一路走
访，确实遭遇了这种情况。但在
一家食杂店，还是买到了一款左
轮玩具手枪，3元钱附送 6组“子
弹”。这个玩具枪旧称“纸药枪”，
是击爆纸药产生“枪响”的玩具，
现在纸药改装在了塑料勺体中，
但同样是通过击发产生爆响。由
于便宜，整个枪体也都是简单的
塑料结构，每次击发枪体都似乎
在“炸膛”。

这种玩具隐患也不小，国内
某一线城市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
事：一个经营者在义乌花一千元，
批发了一千把这样的手枪，运输
过程中纸药引发爆炸,导致一死
三伤。

一把“纸药枪”
只要3元

10日是休息日，但在宾县第
一小学附近，却出现了不少十一
二岁的男孩子，他们都是奔着与
学校一道之隔的一家百货店去
的。11时许，三个男孩子边走边
嘻闹，其中一个手中还摆弄着一
把玩具枪。“砰”的一声响，公园里
几个遛弯的老人被惊的抬头，一
名白发老大爷似乎了解情况，高
声喝了句：“再不听话，告诉你们
家长去！”

记者拦下一名小男孩，正是
他在争抢中放了一枪。“我们在楼
后面勾了几次扳机，也没有响，现
在也没勾，突然就响了。”小男孩
说，同学们经常去那家店里买玩
具，老板告诉他们了，不要冲着别
人开枪。“这种左轮枪不好使，勾
扳机用力大了，枪就直接零碎
了。”

记者来到了这家百货店，看
到店铺门里门外挂的都是小玩
具，其中男孩喜欢的枪支大大小
小有十几种。虽然这些玩具枪装
在贴满图案的包装袋里，但却全
部都没有生产厂家等标识。

危险玩具
多为“三无”产品

富裕：五种厕改方式
村民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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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我在不少区县的小学校周边，
都看到了文具店在出售劣制的网红玩
具，很危险。”近日，哈市一名退休老师
反映，自己在小区散步时，目睹一只宠
物狗被几个男孩射伤了眼睛。“他们玩
的是水弹枪，极容易伤人。”

9日和10日，记者对一些学校周
边进行走访，发现个别文具店和摊贩
的确在出售危险的劣制网红玩具，不
但有“水弹枪”，还有“牙签弩”和“纸
药枪”，这些玩具都是结构简单的“三
无”塑料制品，但“劲道”十足。

□文/本报记者 吴利红 摄/本报记者 苏强

3元一把“纸药枪”10元一把“水弹枪”

卖劣制玩具的小店。

买劣制玩具的孩子。

火车站出站口附近，等客的三轮车。

禁停牌下三轮车停在道边违规等客。

村民在介绍室外卫生旱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