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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远程监测异味
之前， 公厕和中转站管理
存在难题。 保洁质量不能
量化， 考核无法与真实结
果挂钩， 个性化养护方案
无法制定， 行业主管和养
护单位无法实时了解公厕
真实环境情况。

新吴区城管部门智慧
城管项目负责人宋建华介
绍， 异味监测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打扫的次数变得更
为可控， 将工作内容进行
科学的量化。 比如，在前卫
路公厕， 以前的规定是每
隔几个小时打扫一次，这
样的规定让打扫时间看上
去很均匀， 但由于市民使
用公厕的时间上有频率的
高低，所以实际比较死板。
而安装了监测设备之后，
可以根据数值让保洁人员
进行清扫， 通过一段时间
后， 更能分析得出一个较
为科学的打扫频率。 计算
下来， 环卫工人需要打扫
的次数可能比以前少，效
果却比以前好。

异味监测设备的投用
既方便了市民如厕， 改善
了如厕环境， 又为公厕的
管理、清洁、维护提供了数
据支持， 大大提升工作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
据介绍， 这一远程监

测异味项目自 2018 年 9
月开始上线运行，到今年 9
月份正好满一周年。 一年
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
厕和垃圾中转站空气质量
得到很大改善， 环境面貌
得到很大提升。 比如，公厕
的异味浓度较安装之前下
降了 0.3ppm； 中转站异味
浓度较安装之前下降了
1ppm， 中转站同时利用垃
圾称重， 视频监测工作过
程， 规划运输线路等方式
全面提升中转站管理水
平， 为市民提供优美的生
活环境。

今后，新吴城管部门将
在全区所有公厕推行这一
远程监测异味的措施，提升
公厕环境面貌。 同时，新吴
城管部门建立了相应的考
核机制， 来约束相关责任
人、责任单位，以确保公厕
出现异味后责任单位能及
时冲洗、消除异味，确保公
厕一直保持良好的卫生环
境。月底还会对每座公厕和
中转站的达标天数进行统
计，每月达标 25 天算合格，
对于不达标的养护单位进
行扣分。（晚报记者 张颖）

青龙桥河位于惠山区洛
社镇张镇桥村， 在未整治之
前，这条河道又长又臭，周边
污水、废水基本排入该河流，
气温一旦上升， 一股股刺鼻
的气味就会随风飘荡， 两岸
村民苦不堪言。 2018 年，青
龙桥河实施了水环境综合治
理， 通过河道清淤、 控源截
污、水生态修复等举措，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村里的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首创了
“人工潜流湿地” 治水方法，
每天可以处理几十吨污水。

“治水，村里就想用最自
然的方法实现村民青山绿水
的愿望。”张镇桥村党总支书
记谢玲说道， 河道污染在水
里，但根子在岸上，这里是乡
村，远离城镇，要想接通城市
污水管网难度不小。 为建设
美丽乡村，经过集思广益，村

里“人工潜流湿地”工程启动
了， 在污水进入湿地的第一
道关口， 布满白色砂石的地
方植满了根系吸附力强的水
草。 街道河长办主任谈鸣鸣
介绍道，这是利用了沙子、水
草表面会形成一层生物膜的
功能， 用来吸收污水中的氨
氮、总磷、COD，从而达到处
理污水的作用。 进入湿地的
污水通过格栅井、调节池、厌
氧池、 高效复合生态处理系
统等流程，每天可以处理 30
吨，从治水代价来看，只要隔
2 年翻一次砂， 处理 1 吨水
成本在 0.1-0.4 元之间，代价
不大。“经过治理，如今青龙
桥河水清了、 岸绿了、 景美
了。 ”谈起身边环境变美这个
事， 村民梅孝菊眉开眼笑地
说道， 以前经常在河面上飞
来飞去的水鸟又回来了，每

天生活在这里，“心情舒畅的
很。 ”

谈鸣鸣说， 今年洛社镇
全面铺开 58 条村级河道创
建，引进突出原生态治理、湿
地修复等治本措施的福山模
式，以更高标准提升水体自净
能力。据悉，今年，洛社镇在锡
澄运河、锡溧运河、直湖港、京
杭运河等重点河道旁， 建设
了生态廊道、亲水步道、主题
广场等， 共计完成绿化多达
几万平方米， 不仅提升了河
容河貌，还能有效防止垦种、
违建等现象的回潮，防止水土
流失和因垦种造成的农业面
源污染。

（黄振 / 文、摄）

实时监测异味，数字化管理

新吴区公厕、垃圾中转站的“鼻子”挺灵
宽阔整洁的马路旁、 鸟语花香的公园内、清

澈见底的池塘边……在美好城市的背后， 公厕、
垃圾中转站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它们很重要却
又常常因为异味被投诉。 去年 9 月，新吴区智慧
城管系统上线了远程监测公厕、垃圾中转站异味
的智慧监测项目，期望改善这种情况。 如今一年
即将过去，这个项目实施得如何了？ 真的有用吗？

据介绍， 目前新吴区
有 6 座公厕试点安装了远
程监测异味设备， 而辖区
所有垃圾中转站则是全部
安装了。 在长江北路与前
卫路路口的公共厕所可以
看到， 异味浓度传感器从
外观来看就是一个正方形
的小盒子， 说明书上写着
它的全称是异味浓度 (臭
气)有线变送器。

“传统的公共厕所如
果清理不及时， 常伴有臭
味。 这股臭味主要由氨气
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
气体组成。 如果厕所无法
及时通风，臭气就会囤积，
从而影响人们的使用体
验。 ”新吴区城管部门智慧
城管项目负责人宋建华介
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
市民如厕更舒适，就先试点
为部分公厕安装了异味浓
度传感器，以达到公厕臭气
浓度实时监控的目的。

据了解，在公厕方面，
需要男女厕所各安装一个
传感装置， 这个装置可以

接收公厕空间内扩散的异
味，发生电化学反应，计算
出当前异味浓度值， 实时
传输至数据中心。 异味阀
值可动态调整， 比如异味
浓度达到 0.6ppm 时，管理
人员的手机软件将会收到
预警信息， 负责对应公厕
或垃圾中转站的工作人员
通过手机软件也可及时发
现， 并立即安排保洁人员
前往冲洗， 增加打扫和冲
洗的频率， 实现公厕环境
卫生的实时管理。

在中转站方面， 每个
中转站安装了两个传感装
置， 不仅改善了中转站工
作人员的工作环境， 也最
大限度减轻了中转站环境
对周围居民的不利影响。
由于垃圾中转站每天进站
垃圾量很大， 异味浓度自
然很高， 根据这一实际情
况， 工作人员将中转站的
异 味 浓 度 警 戒 值 设 为
1ppm，当中转站异味浓度
超过这一数值时， 现场工
作人员将进行处理。

远程监测异味

改善公厕中转站小环境

原生态治理，湿地修复

洛社实现“水清岸美”
建设美丽乡村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俗话说得好：乡村美不美，

关键看治水。作为工业发展的大镇，近年来洛社镇深感建设美丽乡村须从治水
开始。 在洛社镇水系流域图上共有村级以上河道 198 条， 约占惠山区河道总
数的 3 成。面对如此大的体量，洛社镇迎难而上，相继探索出打造湿地、控源截
污等方法。 日前，记者对洛社镇治水经验进行了探访。

“一举两得，这里有普通
的绿化景观带的功能， 而更
多作用是一个海绵湿地系
统，通过‘透析’的方法，河道
水质得到了净化。 ”近日，福
山村党总支书记徐明杰介绍
道。在当地提起美丽乡村，老
百姓都很羡慕福山村的村
民， 他们把村里小河与湿地
打通，形成一个循环，小河水
得到净化后重新流回河道，
生态循环发展治水。 徐明杰
说，2016 年起提出了海绵乡
村的概念， 因地制宜的治水
方式效果明显。 2018 年造湿
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净化一

条叫做邵基坝的断头浜。 对
此，67 岁的福山村村民邵根
南表示自己最有发言权，他
就住在河浜岸边， 曾经清澈
甚至可以淘米的河水后来被
污染了，经过治理，当初遭村
民嫌弃的河浜，如今“清水穿
村过，美景入户来。 ”

站在洛社镇福山村邵基
坝，远远望去，多个水塘互相
连通、高低起伏，清澈的河水
缓缓流淌。 邵根南说， 晚饭
后， 村里的老伙计们三五成
群惬意地聊天， 这才是江南
水乡该有的样子。 记者了解
到， 福山村共有 12 条河道，

过去仅有 2 条河流水质达到
三类水标准， 而劣五类水质
的河道达 5 条。几年前，该村
把 50 多亩低洼鱼塘改造成
可以蓄水的湿地， 设计了数
个池塘组成的“大海绵”，每
个池塘具备不同的过滤功
能，池塘里是一片片石子滩、
茭白水田等， 而最后的一个
池塘里， 已过滤过的河水通
过溢流井回流到村里的河
道， 使每条河道的水质都保
持在三类水以上。这块“大海
绵”从去年 9 月启用以来，村
里所有河道全部稳定为三类
水质以上。

打造“海绵乡村”

乡村首创“人工潜流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