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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0500422213505004222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店铺

近日，有网友称河北省廊坊
三河市多家商铺更换招牌颜色，
红色等底色被“禁用”，一张招牌
变为绿色的蜜雪冰城门店照片
广泛传播并引发热议。

4月8日至10日，记者走访
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多条街道的商户表示接到
“整改”通知，有的招牌由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上门拆除。

连日来，强换商户招牌事件持续发酵。
当地相关部门的缄默，不仅没有平息事态发
展，反而激起了舆论更多质疑。有网友指出，

“沉默只会让舆情不断扩散”“难道不顾及一
下地方的发展和预期管理吗？”

无从知道当地出于何因沉默以对，但很
显然，奉行鸵鸟思维，无助于化解质疑，无助
于修复形象，更无助于汲取教训。若是连面
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何谈纠错？又如何服
众？

强换商户招牌备受质疑，不仅在于此事
暴露出城市治理出现了偏差，还在于它让人
看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痴迷于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刹车、不收手、不纠偏。这种行
为，不尊重商业规则，未考虑商铺实情，更没
有保持权力审慎，明显违背了中央相关规定。

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正在开展。中央明确要求，一体推进学
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
改。”对于各地各部门来说，要坚持问题导向，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问题整改贯穿学
习教育始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
题的实际成效。

强换招牌风波，细节尚不清晰。出了问
题，不能两肩一耸、双手一摊，装作若无其事
的样子。违反了相关规定、损害了群众利益，
造成了严重舆情，就该担责。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沉默不是应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强换商户招
牌事件不能不了了之。直面质疑，回应
质 疑 ，给 商 户 一 个 交 代 ，给 公 众 一 个 交
代，是当务之急。4 月 11 日，廊坊纪检委相
关工作人员称“已前往三河展开调查”，期待
此次调查能回应舆论关切。

“整改”有何依据？多名
商户向记者提及一份《广告牌
匾设计引导》。

在李明和王亮办理招牌
审批的北蔡村综合服务站，记
者看到了这张放在前台的引
导说明。上面写道：招牌底色
可选用浅咖色、浅灰色、玫瑰
金……象牙白等。记者询问
现场工作人员，是否有明确不
能用的颜色，对方回复“拿效
果图来再说”。

查询发现，上述设计引导
出自2024年底发布的《三河市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导则》（以
下简称《导则》）。除可选用的
颜色外，《导则》还列出了“广
告牌匾设计负面清单”——除
国际国内连锁品牌，
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
字样。其附加说明显
示：除明确禁止内容
外，均为指导性意见。

《导则》是何性质
的文件？是否具有强

制性？行政机关有权限定商
铺招牌颜色吗？

“招牌是吸客引流的重要
手段，商户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具有经营自主
权。”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周子告认为，《导则》并
非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仅
属于地方的一般规范性文件。

周子告表示，三河市现有
依法设置的招牌根据广告法
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行政许
可手续，受相关法律、法规保
护。若以一般规范性文件作
为更换招牌的依据，存在违
法、违规嫌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马亮认为，对于违反法律

法规、有伤风化、伤风败俗等明
显不应采用的招牌，政府部门
可要求整改，但对底色提出“禁
令”或在审批中变相禁止，既没
有合理的依据，也无行政权限。

记者从三河市相关部门
获取的一份《相关问题说明》显
示，3月以来，三河市开展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重点对存
在安全隐患、破损严重、掉色明
显等影响市容市貌的牌匾进行
优化调整，对新设立的牌匾引
导商户按照《导则》要求规范设
置。截至目前，已摸排应调整
牌匾3126块，整改1820块。

对于颜色限制，上述《说
明》提到，对新设置的广告牌
匾，《导则》广告牌匾颜色设置

上明确了遵循“色浅、淡雅、明
快、协调”的原则，并设置了负
面清单；在广告牌匾底色和字
样的颜色选用方面，经过实地
考察和征询专家意见，红蓝色
在视觉效果上过于突出，与街
道景观色彩不易协调，与夜景
亮化灯光不易搭配。

围绕商铺招牌“整改”的
依据，具体实施细则、范围和
期限如何，下发、传达、告知程
序是否完备，是否有补贴、如
何落实等问题，记者致电三河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表示有专门部门负
责解释此事。记者多次拨打
对方提供的电话联系采访，均
无人接听。

备受网友关注的绿色招
牌蜜雪冰城门店位于央美大
街路口。4 月 8 日，该门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招牌确实是
近期由红改绿，具体缘由不清
楚。10日，记者发现该店招牌
又换回了红色。被问及再次
更换的原因，店员表示“不知
道”。

记者沿央美大街走访发
现，多家商铺招牌有换新痕
迹。部分正在营业的商铺门
头空空荡荡，门上贴着广告纸
充当招牌。有商户说，有些是
还没换上新招牌的，“这条街
很多都换过了”。

对于颜色要求，在商户之
间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不能使用
红、蓝、黑作为底色。一家新开
业，还未挂上招牌的商铺店主

李明（化名）称，挂牌前需要请
广告公司做出效果图、实景图
等，送去有关部门审批，“一开
始做的橘色，有点偏红都不行，
后来改成浅咖色才通过”。

央美大街多名商户表示，
除颜色外，招牌尺寸、亮灯等
也有要求，不少商铺的招牌是
由相关人员上门拆除的。商
户王亮（化名）告诉记者，他的
招牌在3月中旬被拆，“只比要
求的一米二高出一小截”。

在其他街道，也有商户反
映接到招牌“整改”通知，但没
有人上门拆除。有的商户已
自主更换或刷漆，有的处于

“观望”中。也有招牌底色为
红色的商户表示未接到通知。

“不知道是政府还是物业
的人，给我们这些商户打电

话，口头通知明天要拆牌子，
要我们配合。”

商户刘萍（化名）也在3月
中旬接到“整改”通知。第二
天早上赶到店铺开门时，她的
招牌已被拆放在地上。“我们
最关心的问题——拆了给装
吗？做牌子谁花钱？（现场人
员）都避而不谈。”

对于“整改”的费用承担
和损失补偿等问题，不止刘萍
有疑问。多名商户表示，仅接
到口头“整改”通知，未看到过
明确文件。而对于最关心的
费用问题，有人表示只听说过
有补贴，但具体怎么计算、如
何下发，均不清楚。

重制一块“符合要求”的
招牌费用并不低。当地一家
打印店店主介绍，宽高、字数、

字体大小、是否亮灯等皆影响
制作价格。

王亮说，其高一米二、长
三米五，镶嵌四个字的新招牌
花费近2000元，相当于近半个
月房租。他透露，还有门面较
大的商户，花费一万多元制作
的招牌，刚使用不久，因为底
色是红色，也被“整改”。

旧招牌摘下后，新招牌的
制作、审批、安装需要花费一
定时间。这一“空窗期”对商
户而言也是一种消耗。新的
招牌尚未通过审批，刘萍明
显感觉生意受影响，“顾客一
般都是开车过来。没有了
（招牌）之后，人家找不到，因
为黑压压的都长得一样。有
的时候转上几圈找不到他就
走了。”

记者采访发现，在廊坊市
及其下辖的三河市，多家蜜雪
冰城门店都将原来标志性的红
色招牌，更换成了绿色招牌。

4月8日上午，三河市燕郊
开发区一家蜜雪冰城店工作
人员对记者称，该店的红色招
牌已改成绿色，“城管说，靠大

路口的所有门头都不让用红
色的。”工作人员称，不是靠大
马路的招牌，就没有改颜色。

三河市城管局工作人员
称，这是按照市政府城市规划
要求，门头牌匾底色除红色、
蓝色、黑色以外，都可以。

事件发酵后，记者致电三

河燕郊高新区城管相关负责
科室，工作人员对当时要求更
换牌匾颜色的原因未作出解
释。并表示，如果不怕麻烦、
不心疼钱，可以改回原颜色，
自愿。

据悉，除了绿色，当地还
有门店招牌被改成了灰色。

现状：有人被拆，有人整改，有人观望

声音：行政机关要求商铺换牌，依据何在？

真相如何
需给公众一个交代

城管：不心疼钱，可以改回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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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说了算？

河北三河市“招牌改色”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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