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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颜色之禁，是一场教条与形式主义的闹剧
　　近日，多名河北 IP
网友反映，收到河北省
廊坊市三河市城管部门要
求，红底门头牌匾要统一
更换颜色，引发关注。（4
月 7 日 津云新闻）
　　“文件还没有，就是
先行一步”，日前，河
北廊坊三河市城管部门要
求辖区内店铺招牌不得使
用“红蓝黑”色，有关部
门回应称系按照市政府城
市规划要求，而且是在有
关文件还没出台情况下的
“先行一步”。标志性的
连锁饮品“蜜雪冰城”红
底白字招牌也改成了灰底
白字、绿底白字。此新闻
一出，立马有网友认为“当
地领导有病，是典型的脑
袋进水。”
　　的确，在城市管理的
舞台上，河北廊坊三河
市出现的店铺招牌颜色禁
令，犹如一场荒诞的闹剧，
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丑态暴露无遗。

　　三河市城管部门要求
辖区内店铺招牌不得使用
“红蓝黑”色，在相关文
件尚未出台之际就“先行
一步”。这一行为看似积
极主动，实则是对权力的
任性滥用。城市管理需要
遵循一定的规划和秩序，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秩序
的构建应该建立在合法、
合理、民主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凭空而来的行政命
令。
　　从商户的角度来看，
这无疑是一场无妄之灾。
像“蜜雪冰城”这样标志
性的连锁饮品店招牌被
迫更改，这不仅仅是颜色
的改变，更涉及到巨大的
成本支出。对于众多中小
商户而言，招牌是他们吸
引顾客的重要标识，重新
制作招牌的费用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而且还可能影
响到店铺的商业形象和客
流量。这些商户们在城市
中辛苦经营，依法纳税，

他们本应在稳定的政策环
境下谋求发展，而不是遭
受这样莫名其妙的政策冲
击。
　　而从法治的层面来
讲，没有文件依据的行政
指令是对法治原则的公然
违背。法治社会强调的是
依法办事，政府的每一项
决策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或者政策文件作为支
撑。“先行一步”的说法
看似是一种创新和积极应
对城市规划的态度，但实
际上却是一种典型的教条
主义表现。只知道机械地
执行所谓的“上级要求”，
却不考虑这种要求是否合
法合规，是否经过充分的
论证和民主决策程序。
　　这种行为也是形式主
义的体现。城市管理的目
标应该是提升城市的整体
品质，为市民和商户创造
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然而，仅仅关注招牌的
颜色这种表面化的东西，

而忽略了城市管理中真正
重要的民生需求、商业活
力、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
因素，是一种舍本逐末的
做法。招牌颜色的改变并
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
形象，反而可能因为这种
不合理的管制破坏城市的
商业氛围和文化特色。
　　我们进一步思考，这
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背后反映出的是部分行政
人员工作作风的问题。他
们缺乏深入基层调研的耐
心，不了解商户的实际困
难和需求；缺乏对法治精
神的敬畏，随意行使手中
的权力；缺乏科学的决策
思维，盲目地跟从一些未
经证实的理念。
　　这一事件也给其他地
方敲响了警钟。城市管理
需要与时俱进，但绝不能
以牺牲商户利益、违背法
治原则为代价。政府部门
在做决策时，应该充分征
求各方意见，包括商户、

市民、相关专家等。要进
行科学论证，权衡利弊，
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
性。同时，要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
　　对于三河市而言，相
关部门应该尽快纠正这一
错误决策。如果城市规划
确实有对招牌颜色的特殊
要求，那么应该尽快出台
正式文件，并且给予商户
合理的补偿和过渡期限；
如果这一要求只是一种不
合理的“先行一步”，那
么就应该立即停止执行，
恢复商户的正常经营。
　　总之，城市管理是一
门艺术，需要平衡各方
利益，遵循法治原则，注
重实质内涵。只有摒弃教
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
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让城市成为人们幸福
生活的美好家园。

■首席评论员 董哲

河北三河“色盲式”管理是在给城市“毁容”
　　河北省三河市上次被
舆论关注还是一年前，燕
郊爆燃，7 死 27 伤。央
视记者在现场直播连线采
访时，被多人推搡、抢设
备，采访被迫中断。
　　人肯定是丢大了，毕
竟那是一场央视的直播。
　　通常来讲，重大事故，
央视的采访是有一定特权
的，央视的记者在某种意
义上承担了为国发声的任
务。三河，廊坊下辖的县
级市，就敢于明目张胆的
阻挠央视采访，可见权力
的滥用在这个地方实在有
些肆无忌惮了。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这个小城镇的另一起荒诞
的事——三河市城管要求
临街商户禁用“红蓝黑”
招牌。
　　这听起来有点可笑，
但他真就实实在在发生
了。
　　有记者联系了三河市
城管局，工作人员的解

释非常“官方”——按照
市政府城市规划要求，红
色、蓝色、黑色的门头牌
匾底色以外，都可以。——
“有关部门会有文件下发
的，到时候会在公众号上
推送”。
　　什么意思呢？你别管
为什么，但这是我们的要
求，等通知就好了。
　　好家伙，连个正式文
件都没有，仅仅口头通知
一下，商户就要无条件遵
从。工作人员却也坦然：
“对，文件还没有，就是
先行一步在改这个东西，
按照城市规划。”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无
厘头的政策下，火遍全国
的红色“蜜雪冰城”变成
了绿色。一位蜜雪冰城店
工作人员说：“3 月中旬，
有城管队员上门通知，规
定红色的不让用。对方没
有出示相关的文件，只是
口头通知。城管说靠大路
口的所有门头都不让用红

色的。”
　　而更吊诡的是，这样
一个涉及商户的城市规
划，当地政府办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竟称：“我们这
儿也不了解这个情况”。
　　其实，类似的要求在
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
通常来讲都是要求统一风
格、同一款式，比如曾经
盛行于一时的“丧葬风”
招牌。
　　而此次三河市这种明
令禁止“红蓝黑”三种颜
色做招牌确实也开辟了一
条新的城市管理路径。
　　你要说统一风格，你
只禁这三种颜色恐怕也统
一不了；你要说审美要求，
你把红色都禁了，似乎跟
审美也没啥关系。
　　也不知道这三种颜色
是触犯了哪位官老爷的大
忌？！
　　又或是哪位官老爷的
小舅子开的招牌制作公司
最近缺墨，红蓝黑打印不

出来？
　　我其实挺想知道各位
官老爷在制定这个政策时
是怎么讨论的，你们在会
上没有争论一下哪种颜色
禁哪种不禁？分别给出什
么理由？
　　我想，那一定是一个
五彩斑斓的黑式的讨论，
精彩绝伦。
　　太恶心了！
　　这种基于权力蛮横粗
暴干涉商户自主经营权的
行政滥权，于情于理于法
都是相违背的。
　　如此拍脑袋的城市规
划，不会为城市增添任何
一点色彩，相反，这是给
城市“毁容”。
　　这几年，国家一直在
讲人间烟火气，这是民众
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城市
发展活力的象征，它之所
以能侵染每一人的点点滴
滴，就在于它应该是五彩
斑斓、形式各异的。以行
政命令将这种多姿多彩的

生活人为的统一成某个领
导个人的喜好，这实在不
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
　　招牌作为一个市场经
营主体自主经营权的一部
分，它蕴含着这家公司长
期以来的品牌文化，只要
它不违反公序良俗，这就
是人家的自由。
　　请问三河市的官老爷
们，你们敢把中石油的红
的招牌变成绿色吗？你们
敢把中国移动的蓝色招牌
变成绿色吗？还是你们能
把顺丰快递的黑色招牌变
成绿色？
　　咱不能只对小商户动
手吧，你们要能一视同仁，
我当佩服！
　　话说回来，咱作为手
握大权的官老爷们，干点
正经事行吗？别总折腾这
些小商家了，这不是你们
的政绩，这种“色盲式”
管理是在给大家添堵。
　　不是吗？！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

挂一次号管八天，医疗效率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
　　5 月 1 日起，德阳市
公立医院将全面推行“挂
一次号管八天”政策。据
悉，德阳市二级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自 2023 年 8 月
实施“挂一次号管三天”
政策以来，受益患者已超
80 万，累计减少患者重
复挂号费用 480 万元。相
关负责人称，此次将“三
天”延至“八天”的举措，
可以让患者找到首诊时的
医生，节约患者与医生的
沟通成本。（4 月 9 日 《齐
鲁晚报》）

　　在医疗资源紧张与群
众就医需求日益增长的当
下，德阳市“挂一次号管
八天”的就诊政策推行如
同一场及时雨。该政策在
减轻患者重复挂号的经济
负担、降低其重复排队时
间成本的同时，还能有效
通过让患者“复诊时找首
诊医生”的方式提升医疗
效率。德阳市此次延长“一
次挂号的管用期限”的举
措，是一场医疗效率与人
文关怀的双赢探索。
　　“挂一次号管八天”

不仅是提高医疗效率的一
次有效之举，更是体现着
政府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医疗的本质是服务人民健
康，而非完成机械化的“流
水线作业”。挂号政策不
断优化的背后，是政府对
患者就诊体验的关注与重
视，其不仅看见了重复挂
号为患者带来的经济压力
与时间成本，更是看见了
多数患者希望在复诊时找
首诊的心理诉求。延长“一
次挂号的管用期限”这种
细节上的体贴，无疑是医

学人文精神的一次生动实
践。
　　诚然，在看见该政策
带来的好处之际，也要注
意其在落地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首先便是平衡
好复诊患者与新就诊患者
医疗资源的安排，既要让
复诊患者感到“被重视”，
也要让新就诊患者感到
“没被忽视”。其次，要
避免“复诊易检查难”的
问题，打通复诊患者检查
检验的“绿色通道”。
　　“挂一次号管八天”

虽是医疗服务的一个小
切口，却折射出医疗改革
“以民为本”的导向。德
阳的新政策在追求医疗效
率的同时不忘人文关怀，
在优化服务之际兼顾医疗
公平，这样的“双向奔赴”
应该有。期待更多地区以
此为榜样，不仅要看见患
者的就医难题，还要以创
新思维去努力破解，让群
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医疗服
务的进步与温度。

■黄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