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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筑方针下的绿色建筑设计实践 

——以郑东新区新建公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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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方针指引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我国新时期建筑方针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是在原建筑方针“适用、经

济、有条件下注意美观”中增加了绿色的要求并去掉了“美观”的附加条件。令人遗憾的是，新的建筑方针成了建筑行业“高大上”的口

号，而没有成为指导行业进步的“行动纲领”。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和知名专家曾在不同媒介中解读和宣贯新的建筑方针，但成效甚微。刘加

平院士在多年研究和推广绿色建筑过程中逐渐体会到：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制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建筑方针已逐渐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而在市场经济模式下，“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是否能过引领新时期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值得商榷。 

【关键词】建筑方针；绿色建筑；城市公共卫生间 

 

新的建筑方针把绿色加在美观之前，证明了“绿色”的重要性。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由中国建研院牵头修订的国家

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此标准在指标体系上，从“建筑节能、建筑节地、建筑

节水、建筑节材”和“保护环境”扩充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5 个方面。技术堆积起来的绿色

建筑是高成本的，我们要探索可持续的绿色建筑发展策略。 

2015 年，习近平主席曾经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厕所革命”提出

以来，原本是想一改传统公共厕所的脏、乱、差，但是各地纷纷随

波逐流，各式各样的五星级豪华公厕随之诞生，失去了公共厕所的

真正意义，我单位的设计真正响应了我国新时期的建筑方针和绿色

建筑理念，下面我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所运用的绿色技术手段进行介

绍。 

一、方案介绍 
设计师通过 PLUS+的手法将公厕的基本功能与扩展附加功能

模块化，通过灵活的组合方式，达到功能、环境、体验等多方面的

完美契合，形成开放式体验空间。力图发挥高品质公厕服务功能，

考虑人性化需求，让市民为悦而来，真正做到建好小厕所，体现大

文明。 

  通过对于基地环境的充分调研与分析，设计师将场地划分为

六种常规类型与六种特殊类型。针对不同环境需求，设计了六种不

同规模与布局的方案，并结合具体点位现状选择适合方案与适合的

建筑色彩。公厕建筑以一系列的传统文化符号统一和区分，每个点

位都做到小而精致、类而不同、以人为本、文明传承。 

1.屋面排水方案 

原设计采用金属铝板找坡排水，利用有组织排水沿长轴方向排

向两个短边，长边通过铝制挡水板，避免雨水从它的主立面流下，

由于铝板之间的连接处容易发生渗漏，铝板的价格又比较昂贵，同

时下雨时雨水落在铝板上，会产生噪音影响室内使用，这种做法既

增加了工程造价又影响功能，通过对技术措施的研究，我们提出了

新的解决方案，即用传统的材料找坡四面找坡，排水方式为无组织

排水，屋面沿短轴方向中心起脊，将雨水主要排向次要立面，其余

的雨水排向主要立面，避免主立面形成水幕，影响雨天时建筑立面

效果。 

在屋面四周，做了 2 米的挑檐，线脚造型的铝板通过螺栓固定

在土建挑檐上，其龙骨与主体龙骨是断开的，因为此处为防水的薄

弱环节，我们在传统的泛水加铺防水卷材的处理上进行了优化，一

道防水卷材保护主体的混凝土挑檐，在挑檐与铝板的交接处加铺两

道防水卷材。这种做法既利用传统的钢筋混凝土挑檐达到了钢结构

屋面轻薄的视觉效果，又避免了用保温材料做线脚带来的粗重的视

觉效果，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突破其传统厚重的造型向更加轻盈、

灵活造型发展的一次尝试。 

 
2.模块化、标准化的设计策略 

我们根据公厕所在的不同位置设计了不同的功能模块，湖边公

园里的公厕人流量比较大，所以设计的男女厕所厕位数比较多，建

筑面积比较大，在河边、路边的次之。为了达到一系列不同的公厕

效果，我们将这些基本模块按所处地段自由组合，设计了六种公厕

方案，这些方案每个是不同的，但都是由基本模块所组成，所以其

外观看起来是一个风格的，但每一个公厕又有着变化。同一种模块

其厕位的排布、内装修、外装修、水暖电设备的布置均是相同的，

所有家具、装修材料统一由工厂订制，大批量加工、生产，带来的

是施工的高效性、便捷性，同时由于批量生产，也降低了加工的成

本。 

这些模块的自由组合，可以适应不同的基地形状和地形；可以

适应不同的基地周边环境；如湖边公园的公厕，模块种类就较多，

模块的排布也较为松散、灵活，满足湖边公园的餐饮、售卖、休憩

等的功能需求。可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如适应未来发展需

要，植入休憩空间和其他功能空间。 

3.新型节能墙体的探索 

 

本设计希望运用清水混凝土墙体的效果，日本建筑大师所运用

的清水混凝土外墙，需要经过严格的工序，不断的重新制作，保证

效果才得到最终的清水混凝土外墙，其制作成本非常高，本设计运

用普通的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幕墙，通过 GRC 面层处理施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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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工会政工工作效率提高途径 

肖德武 

沪昆高铁邵阳北站站前开发管理办公室湖南 邵阳 422908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企事业单位要想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要不断的

进行创新。工会政工工作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单位和员工之间有效沟通的重要渠道，对于促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开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工会；政工工作；效率提升；途径 

 

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工会政工工作也遇到了很多的

问题。要结合单位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采用多种措施来促进

工会政工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主要是针对新时期工会政工工作效

率提升途径进行探究，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工会政工工作的主要内容 

工会政工工作对于企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

响，直接决定着企业文化发展方向。随着事业单位管理机制的不断

革新，政工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大多数的企业单位已经建立

起完善的工作制度，但是要想保证政工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优

化和创新管理模式。结合企业单位工作的实际情况，针对暴露出的

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二、新时期提升工会政工工作效率措施 

（一）不断提升人员的职业素养 

人员是工作开展的主体。要逐步的提升工会政工工作人员的职

业素养，必须通过培训和实践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充分的发挥出

政工工作效能，为工作人员自身价值的实现创设良好环境。培养人

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保证工作人员具有进取精神。并通过学

习不断丰富自身，提供工会工作效率。 

（二）积极创新工作模式 

新时期工会政工人员要积极的更新自身思想理念，强化对于政

工工作内涵的认知。管理人员要结合单位实际发展状况，积极的创

新工作模式。选择新型的管理思路来帮助人员解决生活、工作上遇

到的困难。激发人员工作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另外，要

将政工工作和日常业务进行有效融合，帮助人员树立正确的政治观

念。 

（三）不断优化工会组织结构 

要想进一步的提升工会工作效率，就要不断的优化工会组织结

构。明确管理人员的自身权责，捍卫职工干部的合法权益。在工作

过程中，采用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来了解职工的实际需求。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 

企事业单位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帮助工作人员明

确自身发展方向。充分的发挥出工会价值，提升工会工作的效率和

质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新时期工会政工工作效率提高途径讨论是十分

必要的。提升人员对于工会政工工作的重视程度，保证所有人员的

合法权益。激发人员工作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将工会政

工工作和日常业务进行有效融合，帮助人员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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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喷涂或辊涂高级清水混凝土漆，然后进行表面拍花工艺处理，最

后做双组份氟硅防护剂。最终得到清水混凝土效果的外墙效果又一

定程度的降低了成本。 

二、结语 

理论源于实践，建筑设计更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学科，在此次为

郑东新区设计公共厕所的过程中，通过与院士、教授的设计团队过

招，从方案、施工图到驻场指导施工，参与了建筑设计的全过程，

明白了如何在全过程中控制成本、降低能耗，真真正正的响应新时

代的建筑方针和绿色建筑的最新定义。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设身处

地地去为使用者和业主着想，响应新时期的建筑方针和新的绿色建

筑理念，真正地作出节能环保的作品来。 

此次设计为一改传统公厕的脏、乱、差的传统印象，突出了美

观的考虑，但不能为了美观而舍弃其他的方面。作为城市公共厕所，

还要满足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环保卫生、

如厕文明的功能适用，又不能一味的铺张浪费，那样既会超出甲方

的预算，又会造成严重的浪费。同时也要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

由建筑师负责监督，保证控制建筑设计施工中的安全耐久、健康舒

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这些方面，才能做到真正意

义的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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