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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厕所情结”
与背后的精神需求，让一
些敏锐的观察者，如冤总，
看到了将个人体验转化为
公共议题的契机。

在他看来，“厕评”不再
只是猎奇或消遣，而是一种
连接个体精神需求与公共
空间建设的独特路径。

在一次测评中，冤总拍
摄了某中部城市一所高校的
厕所，指出其“男女厕门对
门，缺乏遮挡”的设计问题，
并在视频中调侃道：“只能
坦诚相见。”没想到，视频
发布两三天后，该校学生
就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学
校已迅速在门口加装了帘
子。小小的吐槽获得了实
际改善，让冤总倍感欣慰，
也增强了他继续坚持这一
赛道内容创作的信心。

冤总还注意到，公共厕
所的隔间门后常常贴有不
良信息，内容低俗、扰人。
他在视频中多次提醒相关
管理方及时清理，并强调
这类信息对未成年人可能
造成的不良影响。“厕所的
细节问题，也是社会文明
的一部分。”他在视频中这
样说道。

“厕评”还以另一种方
式，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
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去年，
伍凌发布了一条关于北京
君康人寿大厦卫生间的详
尽测评。不久后，一位家长
私信感谢他，说自己带孩子
逛大望京公园时，一时找不
到厕所，无奈之下只好上社
交平台求助，结果恰好搜到
了伍凌的“厕评”文章。按
照文章中提供的详细指引，

她最终顺利地在公园附近
找到了一个干净且整洁的
公共厕所。

在频繁出差的经历
中，小胡将北京、上海和深
圳列为公共厕所体验最优
的城市。其中，她对北京
厕所的改善感受最深。比
如，她亲身见证了北京西
站卫生间的巨大变化：过
去曾因坑位不足、地面脏
乱、需要排号如厕而备受
诟病，如今坑位已升级，宽
敞干净，管理精细；她还因
接送孩子训练经常前往丰
台体育馆，体育中心下方
的大型公共卫生间在翻新
后既干净又整洁。

“从‘只不过是个厕所’
到‘让我觉得被尊重’——
变化的就是这种细节。”小
胡说道。

暴走全国30城“厕评”火了
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打卡北京排名前十商场的厕所”，意外开启新赛道

当下，社交平台上“厕评”一词悄然走红。一名“厕评”
博主因北大出身而格外受关注，他的测评覆盖全国30多
个城市、800多个卫生间，从高校、商场到火车站，从空间布
局、设施完备度、异味控制到整体舒适性等多维度进行全
方位分析，为网友提供几乎无死角的“厕所使用指南”。

记者观察到，这类“厕评”者不仅关注设施、清洁和设
计，也从侧面揭示了公共服务中新的关注点：厕所不再只
是单纯的生理需求空间，更关系到使用者的舒适度与体验
感，反映出城市对个体需求的回应程度。由此，“厕评”不
仅不再冷门，反而逐渐成为观察城市治理细节与公共服务
温度的一个独特窗口。

右手握着一卷散开的厕
纸，背对镜头，一路小跑着冲
向卫生间——冤总（化名）的

“厕评”视频时长通常不过一
分钟，镜头以“特种兵”般的
节奏，对目标商场卫生间进
行全方位“扫描”：设施型号、
洗手台设计、空间装潢一一
过目，点评利落且详尽。

对他而言，这不只是普
通打卡，更是一种新兴的互
联网内容形式——“厕评”。

冤总是“95后”，毕业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
得硕士学位后，他曾在金融
行业短暂工作。正是在北京
华贸中心工作的那段时间，
意外开启了他对厕所的“深
度观察”：当时他所在楼层的
卫生间因装修原因关闭，他
只能到其他楼层如厕。

他发现，每一层的厕所
由不同公司负责，装修风格
各异。于是开始主动尝试

“每天上一个厕所，感受不同

品牌的马桶和不同装修风
格”。冤总笑称，这段经历成
为他日后投身“厕评”的起点。

在北京的“厕评”过程
中，令冤总印象最深的卫生
间有两处，一是王府中环，
另一个是侨福芳草地。他
说：“前者用木饰面营造出

‘老钱风’，有专门的女性化
妆区和舒适的休息区；后者
每个隔间都配有独立洗手
台，堪称‘马桶包间’，带点
艺术气息，是那种‘新钱
风’。两个都是全国范围内
很出色的厕所。”

对各地厕所经过一段时
间的测评后，冤总发现，现
实中能让人舒适又安心如
厕的地方，其实并不多。据
《2023—2024中国智能卫浴
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智能坐便器产品普及率
仅为9.6%。这进一步强化了
他的判断——厕所及其相关
产业，或许是一条仍未被充

分开发的潜力赛道。
去年 7月，冤总正式转

型成为自媒体博主，首条名
为“24小时打卡北京排名前
十商场的厕所”的视频获得
了近万点赞。尝到“厕评”
的流量红利后，他迅速将测
评范围从商圈延伸至校园，
先后实地评测了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知名
高校的卫生间。

随着关注度持续上升，
冤总干脆将测评目标从北京
扩展至全国。从东三省到珠
三角，截至目前，他的足迹已
覆盖全国30多个城市，累计
测评超过800个卫生间。

与冤总高频奔波的“厕
评”方式不同，伍凌（化名）
的“厕评”更集中在北京的
各类写字楼。

伍凌是一位在北京朝
阳区工作的互联网从业
者。他的手机相册里，存着
上千张公共厕所的照片，记
录着城市中各种形态的“方
便之处”——SKP 商场 Tif⁃
fany蓝主题洗手间，劲松某
学校配备浴霸、可供淋浴的
卫生间……最让伍凌印象
深刻的是，宜宾有家招待

所，每个隔间竟然放了三卷
厕纸。“可能是吃得比较辣
吧，所以他们一次性给足厕
纸。仿佛在说‘你尽管吃，
我给你兜底’，体现出一种
十足的自信。”伍凌打趣道。

现在，他常在出门拜访
客户或周末出行时顺道测评
厕所。“我最多一天测评过三
四个地方的厕所。有时候翻
手机相册，看到那么多和厕
所有关的照片，甚至会觉得
手机都‘脏了’。”伍凌笑着说。

他不仅关注卫生间本

身，还会借此观察一些楼宇
的管理水平，“比如一些大
厂厕所贴有管理记录表，每
20分钟有一次打扫记录，说
明管理非常精细”。

再比如，对于商场的
“厕评”，他会顺便观察整体
设计风格与商场整体格调是
否协调，以及厕所的空间布
局、流线设计、环保和智能化
设施、无障碍设计等因素。
在伍凌看来，这些厕所的基
础配套，更能反映一个商场
的审美品位和运营思路。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中，卫生间不再只是生理
需求的满足场所，正被越
来越多年轻人视作一种可
短暂停留、自我调节的私
人空间。

软件销售人员小胡将
卫生间作为她高强度工作
节奏中的情绪调节站。服
务于金融客户的她因工作
需要，频繁出入城市核心
区的写字楼，并逐渐养成
一个习惯——熟悉不同办
公楼的卫生间环境，从而
找到适合短暂静处的“喘
息点”。

对于大大小小的厕
所，小胡设立了一个满分
为 10 分的打分系统。通
常，只有评分在 8 分以上
的卫生间，才能成为她的

“充电站”。在北京，她印
象最深的几栋写字楼中，
正大中心和中信大厦的卫
生间因其空间宽敞、设计
人性化、配备齐全，被她视
作“8 分以上”的充电区。
她表示，进入这样的空间，
自己能整理妆容、平稳情
绪，为即将到来的会谈做

准备。
“我最多一天要跑两

到三个公司见客户，每次
应对的状态都不一样。”小
胡认为，良好的精神状态
对于洽谈至关重要，而会
议中途借口上厕所，不仅
会打断节奏，也显得不够
专业。所以，每次拜访前，
她都会提前半小时抵达客
户所在的写字楼，刻意寻
找一个干净的卫生间待上
一会儿。

对小胡而言，如厕只
是进入这一场所的起点，
真正重要的是那几分钟的
沉静与独处。正如她所
说：“就像有些男性下班后
会在车里独处一会儿，我
也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在
会议前沉一沉气。”

这一认知，让不少年
轻网友有共鸣。网友“小
梨子”调侃自己“在卫生间
领 悟 了 人 生 的 波 澜 壮
阔”。还有网友“不乖”在
社交平台发起投票：“你是
否 会 在 卫 生 间 放 空 自
己？”——在 318 位参与者
中，97%选择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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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硕士成“厕评”博主
测评30多个城市超800个卫生间

互联网从业者顺道“厕评”
手机相册里存着上千张公厕照片

销售员把厕所当“充电站”
她给多处写字楼的卫生间打分

微小行动的涟漪“厕评”助推城市公共服务跃迁

“厕评”看似小众，实则
关乎民生大事。今年 2 月
初，多位市民向海都报反映
了福州夜间如厕难的问题，
此后，记者连续多晚走访市
区各处开展“厕评”，并于2
月21日推出调查报道。福
州市城管委迅速响应，掀起

新一轮“厕所革命”，此后福
州新增近百座24小时公厕，
五城区近半环卫公厕实现24
小时开放，在便民设施优化
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厕评”的价值，在于精
准定位民生痛点。自媒体博
主用镜头拆解卫生间的空间

布局、设施细节，海都记者以
实地探访暴露深夜如厕难
题，本质上都是将民众日常
遭遇的“小困扰”转化为公共
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反馈
机制，让职能部门能直击需
求末梢，使城市服务供给更
贴合真实需求。

由此延伸，“厕评”模式
完全可复制到更多民生领
域。比如，可以开展“路评”，
聚焦盲道连续性、无障碍坡
道坡度等细节，保障残障人
士出行尊严；推进“窗评”，以
办事流程耗时、政策解答清
晰度等为标尺，丈量政务服

务温度。让这些“小测评”成
为城市治理的“第三方检测
报告”，促使相关部门精准定
位公共服务中的薄弱环节，
进而优化改进。

从“厕评”到多元测评的
进阶，本质是城市治理思维的
革新。当政府部门习惯在“放

大镜”下工作，城市将真正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期待未来，
更多“厕评”“路评”“窗评”能成
为常态，在全民参与的“体检”
中，让群众的每个细微需求都
被看见，每项服务短板都被
重视，推动城市治理更精细，
公共服务更有温度。（一醉）

□海都锐评 以“小测评”撬动“大民生”

“厕评”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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