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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又见“星月童话”。天文科普专家介
绍，土星伴月将于本月 20日亮相夜空，届时，有
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会来到“月姑娘”身旁，
在南方天空携手共舞一曲“冬日恋歌”。

与木星相似，土星也是一颗气态行星，主要
由氢和氦组成，它的个头比木星略小，密度也很
小，是太阳系中唯一密度低于水的行星。如果能
找到足够大的海洋，土星是可以漂浮在水上的。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
介绍，20日天黑后，一轮农历初八的上弦月会高
挂在南方天空，散发出皎皎的清辉。如果天气
晴好，感兴趣的公众用肉眼会看到月亮上方不
远处有一个明亮的小光点，这个小光点就是土
星。此时，二者之间的角距离近乎 5度，约等于
10个满月视直径大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和土星的地平高度
逐渐下降，携手落向地平线。在下落过程中，月
亮还会继续靠近土星，22时左右二者相合，角距

离 3度左右；午夜前后二者相距最近，角距离不
到 3度，不过此时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月亮
和土星已经完全落入地平线以下，我国西部地
区则可以看到。

作为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土星非常适
合观赏。在望远镜中，土星有一个美丽的光环，
就像一顶“大草帽”盖在上面，非常明显，这也让
土星拥有了“指环王”的美誉。

今年 8月 27日，土星冲日，冲日前后，土星
离地球最近，视直径最大，亮度也最高，是观测
的最佳时刻。眼下距离冲日虽然已经过去将近
3个月，但土星依然值得观测。

修立鹏表示，尽管土星伴月与观测土星的最
佳窗口冲日不同，但前者带来的“星月童话”同样
精彩。20日晚，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通过明亮的月
亮来定位这一天象。届时只要天气晴好，使用口
径5厘米以上的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就能看到
土星那巨大而美丽的光环。 （周润健）

这是庐山植物园风景（11月18日摄，无人机
照片）。

初冬时节，江西庐山风景区彩叶树种竞相
变色，进入赏枫季。五彩斑斓的庐山“枫”景吸
引游客前来观赏。 万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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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枫”景引游人

20日土星伴月：
“指环王”“月姑娘”共舞

上厕所曾经在部分农村一度是件“将就
事”。近年来，“厕所革命”逐步照亮各个“小角
落”，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73%，近5
年来累计改造农村户厕 5000多万户，带来亿万
人身边的变化。

人居环境改善是最直观的变化。吉林省磐
石市宝山乡北锅盔村村民杨贵说，厕改是村庄
环境变样的“大功臣”，以前上厕所冬天冻得慌、
夏天粪污招苍蝇。

这几年，吉林省坚持“宜水则水、宜旱则旱、
以水优先”的原则，持续推动“厕所革命”。杨贵
领记者走进他家厕所，只见地面墙面都贴着瓷
砖，房屋棚顶装有浴霸，洗手池、便器干净整洁。

厕所改造，提升了人们生活品质，带来了卫
生观念的改变。

“以前老旱厕只要能用就行，如今上厕所
也要讲品质。”江西省安义县鼎湖镇榨下村村
民王仪象说，这几年村里进行厕所改造，提供
了五种改厕模式，他选择了占地面积最小的模
式，主动拆除了自建的老旱厕。“孩子也养成了
便后洗手等卫生习惯，以前旱厕可没有洗手的
地方。”据了解，目前安义县卫生厕所普及率已
超过 88%。

不仅农村厕所大变样，城市公厕也换新
颜。在上海市杨浦区天桥公厕，记者注意到第
三卫生间内高低位洗手盆、托婴板、落地式小便
池、成人可折叠座椅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厕内还
配置了轮椅、拐杖等工具。

公厕越来越“贴心”，上海计划今年完成
200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其中改造
完成不少于 16 座样板公厕。落实无障碍坡
道、扶手、挂钩等配置的同时，提升厕内照明、
通风、防滑、缓坡等设计。不仅在厕内布局和
服务功能上独具匠心，更是能在细节中处处体

现出对“一老一小”的社会关怀。

为让群众如厕更“讲究”，各地把厕所问题
作为推进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优服
务、建中心、智能化等手段做好管护运维。

——管护服务线上随叫随到。“如今人坐家
中，服务就会送上门。”江西省安义县黄洲镇黄
洲村村民黄礼彬说，当地建立了管护平台，他发
现自家化粪池表面盖板损坏，通过手机线上反
映问题后，很快就有专人对接，一小时左右就把
问题解决了。

今年 4月，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决定开展
农村改厕“提质年”工作，提出开展管护模式遴
选推广。

安义县围绕“厕具坏了有人修、粪污满了有
人抽、资源化利用有去处”的长效管护目标，统
一由第三方专业环卫公司派人上门负责清掏、
集中转运或处理。此外，当地建立安义县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5G+长效管护平台，家家户户的
门前“三包”责任牌上都贴着管护平台二维码，
服务随叫随到。

——处理中心资源化高值转化。吉林省磐
石市把畜禽粪便无害处理站和厕所粪污处理站
合并，在宝山乡北锅盔村建立厕所粪污资源化
高值转化中心，年可消纳粪污6000余吨，形成了
集供水、污水处理、粪污处理、有机肥利用的磐
石“厕改”闭环管理模式。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厕所粪
污、易腐烂垃圾、有机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
化利用。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
管理总站站长任启彪介绍，以北锅盔村为
例，经处理后，臭气可减少 90%，无渗滤液排
放，而且能全天候生产，运营费用低，非常适

合农村开展农业废弃物就地就近利用。同
时，中心每年可生产有机肥料 600吨，经济效
益也很可观。

——智慧公厕提升服务能级。记者从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当地试点推进智慧
公厕建设，通过在公厕内加装环境监测、环境调
控、安全防范、能耗监测、节能环保、信息交互、
集成控制等设备和系统，提升管理效能、提高服
务质量、增强用厕体验，提升综合管理能级。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
提升、社会文明进步。如何让群众“方便事”变
得更方便？

记者从多地了解到，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
地区，水厕的大范围推广还存在多重挑战。特
别是东北地区冬季气温低，冬季漫长，水厕推广
还存在供水、排污、防冻三道关，因而近年来各
地主要改旱厕。一些受访技术人员建议，未来
优先在已经建完主管网和污水处理站、有意愿
进行室内水冲厕所改造的村屯开展水厕建设。

有基层干部反映，山区改厕难度较大，难以
直接套用标准化实施方案。有的地方改厕工程
层层转包后，交由村级组织实施，一旦施工负责
人对改厕要求和标准掌握不清楚，就可能导致
施工建设不达标。建议对因地形限制导致改厕
难度较大的地区，完善过程管理和指导，完善细
化实施方案，让厕所不仅能用，而且好用。

采访中，有市民反映 24小时开放的公厕数
量偏少。尤其是对于大型商圈、商业街、夜班通
宵车始末站周边公厕、在居民社区中发挥居家
厕所功能的公厕、市民使用需求特别强烈的公
厕，不少市民呼吁24小时开放或延长开放。

（熊家林 马晓成 董雪）

加速变革，让如厕更“讲究”
今年11月19日是第十一个世界厕所日，主题为“加速变革”。厕所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卫生设施，关

系每个人的生活，也折射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近年来，从乡村到城镇，各地不断推广普及卫生厕所，让群众如

厕更“讲究”。

把上厕所这件事作为民生大事对待

厕所管得好才能用得好

群众“方便事”还能更方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