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济南 10月 31 日电 (记者 赵新兵
袁军宝）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中央多次强

调推进“厕所革命”,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

短板。记者近期在山东淄博市农村采访发现,
在政府推动及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大

潮流下,存在了几千年的旱厕方式正迅速改变,
大多农户都已用上干净卫生的冲水厕所。

“厕所改了,孩子更愿意回老家了”

“你看,夏天臭烘烘的味道没有了,苍蝇也没

有了,现在多干净,水一冲,一点异味都没有。”淄

博市张店区南定镇小董村村民董韶山说。记者

在他家看到,改造后的厕所墙壁上都贴上了瓷

砖,整个厕所明亮又干净。“现在我们农村的生

活条件越来越像城里了。”董韶山笑着说。

“一个茅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冬天四

处漏风,夏天臭气熏天……”这句顺口溜,是我国

不少农村地区旱厕的真实写照。长久以来,受
生产和生活条件所限,农村人一直沿用着这种

旱厕方式。

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许

多村民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外工作后,厕所如

何更干净卫生就成了新问题。“孩子们不仅嫌臭

味难闻,还说苍蝇蚊子乱飞。”淄博市临淄区朱

台镇西单村 71岁的孙美云说,以前儿媳、孙女回

来了,最愁的就是去上厕所,现在厕所一改造,孩
子们更愿意回老家了。

为 改 善 农 村 居 民 生 活 环 境,淄 博 市 早 在

2014年 10月就在全市启动旱厕改造试点工作,
并制定《淄博市农村旱厕改造三年工作计划

(2015—2018)》,给予各地厕改以财政补助。期

间,还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标语等多种形式引导

群众支持厕改。

记者近日在淄博多地农村了解到,目前淄

博厕所改造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在试

点较早的临淄区,截至目前已完成 347个村、7.7
万户旱厕改造,改造率达 90%以上,大多受访村

民对厕改较为满意。“改厕的时候有的人还有些

犹豫,但改完之后再改回去的几乎没有。”

费用谁来出?改后如何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村民此前对厕所改造最大

的顾虑是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不知道改造后如何

进行后续粪便处理。为此,淄博市及各区县对农

村厕所改造给予补助,并建立农厕管护服务站等

配套服务体系,消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自己基本没花钱,政府全给掏了。”临淄区

金山镇北刘村村民常来理说,自己年龄大了,觉
得蹲便不如坐便好,自己只额外掏了 30 元就将

原来免费的蹲便器换成坐便器。

据淄博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淄博农厕改造每户费用 900 元-
1200元,在落实省级补助资金每户 300元的基础

上,市级财政按照每户 300 元进行奖补,各区县

和项目镇村分别按照每户 300 元—500 元的标

准给予补助,对山区群众和贫困户改厕实行差

异化补助政策,每户各新增补助 100 元,有效发

挥了财政资金的撬动和支撑作用。

农村旱厕改造“三分建、七分管”。淄博市近

年来探索出依托村“两委”、种植大户或合作社、专

业的环卫公司等多种形式的厕所管护服务模式。

如桓台县索镇依托沣亿农场建立农厕管护服务站,
为全镇11800多家改厕户提供厕液清运服务。

部分条件好的乡镇及村居还为村民提供抽

厕补助。“一个电话,基本当天就能过来抽,很方

便。”孙美云说,每次费用在 30 元-50 元,家里基

本每年抽一次,但镇里和村里各给一张免费卡,
根本不用自己掏钱。

民生拓展“美丽”延伸

在淄博,近年来的旱厕改造不仅成为补齐

农村生活品质短板的重要民生工程,还衍生出

了不少厕所渣液后续利用产业,实现多方共赢。

据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李家刚介

绍,农厕渣液有多种用途。一是根据群众需求

运送至农田果园,作为农家肥使用；二是种粮大

户、蔬菜果园专业合作社对其进行收集,二次发

酵,作为有机肥利用；三是经专业企业集中后再

进行处理,生产沼气、有机肥等。

在淄博茁茂农业发展公司的发酵车间里,
农作物秸秆与厕所渣液被混合在一起发酵,而
其最后的产品是一袋袋生物有机肥。“公司现在

年销售 3万多吨有机肥,同时可生产大量沼气。”

公司总经理许洪水说,剩余沼液也可作为水肥

一体化的重要原料供农田使用,做到综合利用、

“变废为宝”。

农厕改造折射出的是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

不断提升,民生短板的不断补齐,以及美丽乡村

建设的逐步深化。近年来淄博在农村大力实施

了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五化”工程,改
善了农村居住环境。“旱厕改造就是要把美丽乡

村建设和民生工程进一步拓展,让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说。

淄博市的“厕所革命”只是全国范围内农厕

改造的一个缩影。近期在临淄区召开的全国农

村 改 厕 工 作 推 进 现 场 会 透 露,全 国 已 有 超 过

50%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近一半农户进行

了卫生厕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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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叮嘱：

空腹不要喝牛奶、豆浆哦，对胃不好。

空腹不要吃香蕉哦，对心脏不好。

空腹不要喝酸奶哦，活菌会死的。

空腹不能吃吃喝喝哦……

总之，只要你是空腹的、是饿着肚子

的，就有各种饮食禁忌。

但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

这些食物，没那么多讲究

1. 牛奶、豆浆

传言：牛奶、豆浆中含有大量的优质

蛋白质，空腹饮用，蛋白质会被浪费掉。

而且空腹喝牛奶、豆浆，还会加重胃肠负

担。

真相：牛奶、豆浆中都含碳水化合
物，会优先被分解供能，不用担心蛋白质
被浪费，也不用担心加重胃肠负担。

很多人不能空腹喝牛奶，是因为有

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比如拉肚子），这种

情况下，确实不要空腹喝，推荐先吃些其

它食物，然后少量多次饮用，或者直接选

择酸奶、低乳糖奶等。

豆浆跟牛奶不一样 ，只要煮透了，

就算是空腹喝，一般也不会出现不适感。

2. 香蕉

传言：香蕉中有较多的镁、钾元素，

会影响心脏功能，不利于身体健康。

真相：只要肾脏健康，完全不用担心
空腹吃香蕉会影响身体健康。

香蕉确实是一种钾、镁含量较高的

食物，但是即使空腹吃了，香蕉中的钾、

镁也只是一点一点缓慢进入体内，而且

吸收量有限，不会像打针一样瞬间全部

进入血液。

另外，人体有自动调节功能，会时刻

监控钾、镁的量，然后通过肾脏、皮肤，把

多余的部分代谢出去，维持平衡状态。

所以，对于肾脏健康的人体来说，没

必要在意这些。

如果真想靠吃香蕉破坏人体平衡，

估计早就被撑死了……

3. 酸奶

传言：酸奶不宜空腹饮用。人在空

腹时，胃处于强酸环境，不利于乳酸菌的

存活。

真相：即使没有活菌，酸奶也是非常
棒的垫肚子食物。

的确，空腹时胃里的酸度比较高，各

种乳酸菌难以存活。但是，酸奶中的乳

酸菌能不能进到肠道都是个问题，也就

不必太在意它们是活是死了。

就算没有活菌，酸奶的营养价值依

旧很出色，还能避免乳糖不耐的问题，反

而更适合空腹吃。

酸奶中的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

脂肪、蛋白质）比例非常合理，其实是很

好的垫肚子食物，不要仅仅以菌的活性，

来衡量它的营养价值。

4. 西红柿

传言：西红柿含有大量鞣酸等成分，

容易与胃酸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胃结石。

真相：成熟的西红柿鞣酸含量并不
高，也不会和高蛋白食物产生副作用。

鞣酸广泛存在于各类植物中，能和

蛋白质反应，是产生涩味的主要原因，例

如：生柿子。

大量摄入鞣酸，确实可能导致胃柿

石，也是“柿子不能空腹吃”、“柿子螃蟹

不能同食”这些说法的主要原因。

但成熟的西红柿，鞣酸含量并不高，

和高蛋白食物产生副作用更是无稽之谈，

否则西红柿炒鸡蛋岂不是要哭晕在厨房。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放开肚子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了？

当然也不是，比如以下食物，空腹时

就要慎吃了，特别是肠胃、身体状况不好

的人，就更需注意。

这些食物，空腹才需要慎吃

1. 酒

酒，任何时候都不建议喝，更何况是
空腹。

酒精是极少数胃能够直接吸收的物

质，当空腹饮酒时，不仅容易刺激胃黏

膜，引起胃炎和胃溃疡等多种病变，还更

容易醉。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空腹喝酒更是

危险，容易出现低血糖，导致昏迷等严重

后果。

2. 过凉的食物

对于肠胃强大的人可能不是什么大

事，如果有胃部不适、消化不良等问题的

人，不建议空腹吃过凉过冷的食物。

因为在空腹状态下吃太多冷冰冰的

东西，会刺激胃肠发生挛缩，甚至诱发胃

痛、腹泻等症状。

3. 刺激性食物

不建议空腹吃一些很辣的、味道很

酸的食物。

因为空腹时吃这些食物，会对胃黏

膜、肠壁造成强烈的刺激，引起胃肠痉

挛、绞痛，影响消化功能，特别是本身就

有消化道溃疡等问题的人，更要注意。

4. 比较特别的食物——红薯

有胃酸过多、胃溃疡，或者经常腹
胀、腹泻等问题的人不建议空腹吃红薯。

因为空腹食用大量红薯，容易造成

胃酸分泌过多，引起反酸、烧心的现象，

加重胃部不适的症状。

不过，健康人群不用太担心。

总之，对于质量过关的食物来说，很

少有“绝对不能空腹吃”这一说法，除非

是消化道真的有问题。

告诉你身边的朋友，放下拘束，享受

美食吧。 来源：人民日报

空腹不能喝牛奶？真正不能空腹吃的东西被你忽略了
□ 董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31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1至 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07万人，同比增加 10万人；三季度末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2%，降至多

年来低位。

“前三季度，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副

司长卢爱红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我国就业核心指标运行良好，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同比略有下降。从重点群体就业

来看，今年 82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

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中有进，前

9个月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36万人，

同比增加 3万人。

这样一份答卷，在今年国内外环境

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突出而亮眼，原因何在？卢爱红认为，今

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对扩大就业、稳定就业、提

高就业质量形成了有力拉动。新旧动能

持续转换，新动能持续增长，对新增就业

达到了 2/3的支撑能力。前三季度新登

记注册企业数超过 500万户，日均超过

1.8万户，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显

现。下半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也加大了就业创业政策的落实力度。

就业稳，首先体现在城镇新增就业

岗位上。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8
年，我国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人

数分别为 1066万人、1082万人、1066万

人、1067万人、1097万人、1107万人，均

超过了 1000 万人，而今年首次超过了

1100万人，达到近年来城镇新增就业的

同期最高值。

就业稳，还体现在失业率持续维持

在合理区间。从调查失业率来看，我国

前 三 季 度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始 终 处 于

4.8%至 5.1%区间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相比，既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整体形势保持稳定。

就业稳，也体现在就业质量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人口

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表示，1至 9月，我国全部规模以上

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10.2%，增速提高 2.8
个百分点，工资水平保持较快增长；9月份全国城镇各类企业

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1小时，其中周工作时间不足

35小时的就业不充分人员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

点，工作时间保持稳定；9月份全国城镇企业就业人员劳动合

同签订率提高 0.1个百分点，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长期劳动

合同占比提高 0.2个百分点，就业人员工作稳定性不断增强。

综观多项数据，“稳中有进”是我国前三季度就业情况的一

个整体概括，但也要注意“稳中有变”，稳就业要找准发力点。

卢爱红指出，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就业结构性

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

“在就业数量、质量不断提升的背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

矛盾仍然突出，技能型人才求人倍率高、数量少等因素依然

是制约我国向高质量就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袁良栋表示，解决这些问题，

既需要国家层面有政策扶持，也需要基层系统有具体行动，

更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氛围，这样才能让技

能劳动者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当前劳动者追求就业质量与企业追求用工质量之间存

在矛盾。”湖北省就业促进会专家周腊元表示，部分省份企业

聘用的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占比较高，这些员工对劳动报

酬增长及工作稳定性的期望虽然很高，但因为技术水平等原

因难以长时间固定在工作岗位上，导致部分企业长期处于“弹

性用工荒”。因此，必须加强相应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技

术水平，以此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个人也能实现自我价值。

卢爱红表示，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统筹抓好

高校毕业生、去产能职工、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

等各类群体就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等。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千年旱厕一朝改“方便”小事大民生
山东淄博市农厕改造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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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由中铁三局承建的京张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开始。京张高铁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
通保障线。京张高铁全长174公里，建成后，乘高铁从北京到张家口的时间将缩短到50分钟，对于助力奥运、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连接西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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