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少幼童如厕尴尬
马 丹

新民随笔今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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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段内容为“女网友阻挠6岁男

孩上女厕所反遭男孩母亲辱骂”的视频在网

络热传。视频中，女网友坚持认为男孩大了不

该进异性厕所，而男孩母亲则认为男孩被吓

哭，坚持要求女网友道歉，并出口谩骂。近年

来，幼童进异性厕所引发尴尬甚至争吵的事

并不鲜见，有家长缺乏自律，但也在提醒城

市规划者，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需要更细致、

更温情，尤其是第三卫生间的普及是缓解

“低龄幼儿进异性厕所”之尴尬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从孩子个体的性别意识培养的

角度，还是从保护他人隐私的角度，6岁男孩

进异性厕所确实不妥。有研究指出，儿童自

3—4岁就开始明了自己的性别，也能分辨

周围人的性别，带入异性厕所容易造成孩子

性别意识的混乱。然而，遇到孩子“三急”时，

“没找到第三卫生间”“厕所脏乱差”“小便池、

马桶不适合孩子身高”“担心孩子独自遇到麻

烦”……大多数单独带孩子出门的爸爸或妈

妈都曾遇到这样的如厕问题，最终大多会

“不得不”选择将孩子带进自己性别所属的

厕所。这样的“不得不”很容易引起旁人的尴

尬甚至反感，纷争和对立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何减少这样的幼童如厕尴尬呢？一方

面，家长要加强自律，遵守公共边界，做好儿童

性教育；另一方面，被“冒犯”的“他人”不妨心

平气和，多些宽容、少些指责。成年人的争吵，

解的是一时之气，波及的可能是孩子的幼小

心灵，幼童进异性厕所本身并无恶意，却可

能因为成人的争吵和谩骂产生心理伤害。

不过，让事件双方回归理性，并非治本

之策，最关键的还是要推动第三卫生间的普

及。早在2016年，国家住建部和原国家旅

游局就先后提出要建设第三卫生间。但截

至2021年11月，全国只有近1万座城市公

厕设置了第三卫生间，约占城市公厕数量的

6%，而其中又有一部分位置难寻甚至闲置，

这显然很难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在我看

来，建一间第三卫生间看似小事，却是惠及

千家万户的民生事，有关部门应加速推动公

共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在细节处让城市的

温度温暖人心、减少尴尬。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 记者 袁玮）徐汇

区斜土街道日前着手拆除大木桥路428号

1—2楼的违法建筑，自此，大木桥路上再无占

用公共道路的违法建筑，在全部还路于民的

同时，也吹响了日晖六村等老旧小区“三旧”

变“三新”的号角。

拆除准备期间，记者曾到大木桥路428号

探访。此处违法建筑倚仗居民区入口处的一

栋沿街楼而建，凸出主体建筑2—3米，涉及4

家餐饮经营户。旁边是日晖六村入口，正对

着一条斑马线，上下班高峰时，容易造成车辆

和行人拥堵，给周边居民带来不便。

斜土街道管理办相关人员介绍，大木桥

路428号的违法建筑搭建于2000年初，20多

年里形成面积约1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群。

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规划图纸并

结合现场勘探发现，此处违建结构复杂，加盖

的违法建筑并非完全独立于沿街楼，而是在

原有的雨棚基础上分别在不同时间加盖，对

拆违方案的细致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了解，此处违法建筑物群常年用于餐

饮经营，不仅涉及煤气、电力等安全问题，还

存在层层转租情况，甚至出现三房东、四房

东，增加了约谈工作的难度。经过8轮谈判，

结合行政执法，街道赶在春节前与相关人员

达成共识。“拆违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既然是

做好事，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细、做

实。”鉴于项目的特殊性、复杂性，街道协调燃

气、绿化市容、交警、电力等多个主管部门和

居委会等相关工作人员，提前举行部署会

议。1月17日，街道会同多部门现场检查拆

违点位的燃气管道、电表、水管走向，明确违

法建筑内的断水断电断气时间节点，确定拆

除方案，同步形成一份初步的拆除后修缮效

果图，并向商铺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1月29日上午8时，施工人员完成现场检

查和施工围挡后，正式实施拆除并清运垃

圾。为降低拆违工作带来的交通、噪声、粉尘

等影响，街道会同交警、城管等多个部门有序

引导周边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施工区

域还安排了水枪设备，减少扬尘，施工时间严

格按照规定进行。“拆除相连的部分建筑物实

际上比单个建筑物的整体拆除更难。”街道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比如，建筑物南北两

侧的情况不一样，北侧比南侧更高，实际上加

盖了3层，这就需要更加精细的拆除方案。”

记者获悉，大木桥路428号的违法建筑被

拆除后，日晖六村的门岗将重新设置，接下

来，街区将结合大木桥路的改造提升，开展拆

违后的外立面修复、店招更新等工作，为后续

美丽街区、架空线入地及日晖六村等老旧小

区“三旧”变“三新”等项目奠定基础。

这几天，杨浦区的社区睦邻中心陆续恢

复对外开放，久违了的老朋友们第一时间回

来“打卡”。打乒乓的，下围棋的，玩滑滑梯

的，无论老少，都玩得不亦乐乎。

平凉路街道社区第一睦邻中心恢复开放

首日，居民陆阿姨一早就跑来找到工作人员，

请他们以社区睦邻中心广场围墙上的“家”字

作背景，帮她和老姐妹们拍一张“全家福”。

她说，退休后一直在睦邻中心搞文艺活动，早

就把睦邻中心当成“温暖的家”，盼了好久，

“今天终于回‘家’了”！

四平路街道抚顺路社区睦邻中心恢复运

营首日正值便民服务日，上午9时一开门，大

厅里就人头攒动。量血压、测血氧，再做个简

单的健康咨询，几分钟光景就为居民带来方

便又安心的服务。1楼是叔叔阿姨们唱歌跳

舞、读书看报的乐园，2楼公共阅览区是孩子

们的天地。正在上围棋课的马老师说，睦邻

中心的这门公益课已经开设两三年，学生有

数十人，之前受疫情影响一直在上网课，恢复

线下课程让大家都觉得效果更好。

开放首日一大早，长白新村街道老乐汇

社区睦邻中心就忙碌起来。工作人员在玻璃

门上张贴了火红的窗花，增添喜庆气氛。相

邻不远的长白新村街道内江大楼社区睦邻中

心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重新开放的乒

乓球活动室吸引了不少球友。

而在殷行街道社区睦邻中心，最受欢迎

的是儿童乐园。家住开鲁路的王老伯说，寒

假里幼儿园都放假了，孩子没地方玩，所以一

听说社区睦邻中心恢复运营，自己就带着小

孙子来这里玩耍了。与王老伯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不少家长，儿童乐园里一片欢声笑语，又

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本报记者 孙云

栩栩如生的九色鹿（见右图）、活泼可爱

的小松鼠、探头探脑的小猫咪，还有今年的主

角——小白兔（见左图）。日前，长宁区中山

公园万航渡路一侧增添了不少“树洞画”。

据园方介绍，中山公园万航渡路一侧打

开围墙后，市民可以近距离观赏原本“藏”在

园内的大树。不过，一些生长年代较久的树

木因为树皮破损，产生了大小不等的“树

洞”。为了给市民打造优质的游园环境，中山

公园联合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开展了公园

树洞美化项目，为沿线8棵大树的树洞绘上

彩妆，也为百年公园增添了8个小景点。

本报记者 张龙 陶磊 摄影报道

杨浦区各社区睦邻中心陆续恢复对外开放

盼了好久，老朋友们回“家”了

大木桥路最后一处占路违建被拆
提前做足功课 联动多个部门 顺利还路于民

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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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只拉布拉多犬偷溜

出家门，两小时后被发现惨死在小区垃圾

桶。狗主人姚先生称，狗身上被人砍了18

刀，通过调取监控及血迹确定系一名邻居

所为。这名邻居表示，起因是姚先生的狗

在他家又蹦又叫，为防止狗伤害自己，遂将

狗打死。目前警方已经立案，并成立了专案

组开展调查。

宠物犬惨死，是谁的过错？一方面，狗

主人低估了这只拉布拉多犬的“智商”，没有

采取锁门等预防措施，导致它自行开门跑了

出去，因此对它的走失负有责任。如果宠物

犬在走失期间损害了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

益，狗主人还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另一

方面，宠物犬是狗主人的私有财产，他人也

不能任意侵占、伤害。去年一起案例中，有

人将他人走失的宠物犬以暴力形式据为己

有，造成犬只死亡且扒皮处理，被法院判处

赔偿狗主人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回到开头的这起事件，狗为何会到邻居

家中？这名邻居又为何杀狗？这些都有待

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过正如姚先生所说，就

算是出于自保杀狗，连砍十几刀也过于残

忍。虐杀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暴戾之气不可

长。期待警方能够厘清此事的事实真相与

责任，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近年来，随着养宠群体壮大，与之有关

的社会管理、矛盾纠纷等不时引发热议。对

宠物的喜爱与厌恶，有时会在同一个话题上

碰撞出激烈的情绪；一些养宠人士的不文明

行为，给他人和公共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有

人不拴绳遛狗导致他人被咬伤，有人遗弃宠

物使猫狗等变成了流浪动物；有人竟把毒杀

宠物付诸行动，如黑龙江一小区保安伙同业

主用老鼠药毒死11只宠物犬后，两人因“投

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虽然话题的焦点是动物，折射出的却是

人的品格与素养，以及法律法规是不是制定

完善、执行到位。

喜恶不同很正常，关键是要遵守法律法

规、尊重他人权益，保持善良与文明，不因爱

宠而放纵，也不因厌宠而伤害。

宠物犬惨死，谁之过？
纪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