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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街道店铺统一“黑底白字”

一、热点概述

据网友发布视频，沧州站附近新华东路辅路这一条街统一安装招牌，黑底白字看着瘆人，视频引发

关注，数万人点赞评论。这条街附近的居民张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一直在关注此事，但不清楚黑

底白字招牌的安装时间，“原来这条街店铺的招牌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大小不一，现在大小统一了，颜

色又不好看了，12 月 14 日上午我去现场看，发现上面的白字被拆了，今天我也去看了，还是只有黑底，

据说要安装新招牌。”

“牌子是黑色的，周围围了一圈白的，再加上白字，看着瘆人。”有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被吐

槽的黑底白字招牌安装已经有一个多月了。12 月 13 日晚上 8 点多，他在屋内睡觉，听到外面有工程车

的动静，出门一看，就发现店铺招牌被拆完了，也不清楚是哪个部门拆的。

12 月 16 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当地多名商户处了解到，遭吐槽的“黑底白字”招牌于上周五连夜拆

除，目前当地正准备安装新招牌，颜色可以选择。

一位经济博主说过：去哪个城市投资你就看门头，如果是五花八门那说明包容性强，领导喜欢创造

力；但凡是要求统一牌匾的，赶紧连夜走人，那里的领导不仅规矩死板，还喜欢人情世故。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龙头镇计划将龙盘大道打造成一条示范街，目前正在修路。

然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却要求这条街上所有的商户更换统一款式的广告牌。一些商户表示，他们的广告

牌才刚刚换不久，花了不少钱，结果还没用几个月又要换，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

（2）2023 年，“辽宁沈阳一街道店铺被统一规定黑底招牌”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话题登上热搜。

对此，沈阳大东区万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应称，该街道打造的是“景观路”，系历史文化街区，

沿街店铺基本都是统一规定的“黑底”招牌。有网友直言，这个“殡葬风”配色，让人感觉有些膈

应……

（3）2020 年，西安市莲湖区四府街上的黑底白字门头已经全部被更换。此前，这里因黑白两色的

统一门头，被网友戏称“殡葬一条街”“很瘆人”。一位商铺店主告诉记者，媒体曝光后，6月 11日下

午，相关部门已经组织人员对黑底白字门头进行了更换，第二天早上全部更换完毕。店家称，“这已经

是近一个多月时间第三次更换门头，有的只用了一天就被换掉。”

2.对策建议：

（1）摒弃形式主义。开展定期培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活动，树立科学政绩观；改革考核体

系，将民众满意度、市场活力、文化保护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的重要目标；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作风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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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

（2）科学决策体系。对重大项目进行集体审议和决策；完善决策程序，必须经过民意调查；构建

全方位的监督网络；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建立便捷高效的监督平台……

（3）培养服务意识。通过开展理念培训、服务技能、服务案例分享等活动，增强政府官员服务意

识和服务能力；搭建多元化、高效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等活动……

3.原因分析：

（1）急于求成的心态。将城市形象表面的改变视为重要政绩、关注工程短期视觉效果和政治效益，

忽视此行为对商业、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长期负面影响……

（2）权力集中的武断。少数领导或部门独断拍板方案，政府部门决策缺乏严谨的决策程序、对政

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同虚设、公众的反对被忽视……

（3）理念缺失的傲慢。部分政府服务意识淡薄、未将市民和商家视为服务对象、缺乏完善的公众

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决策的机制、缺乏主动服务的意识和行动……

4.问题分析：

（1）侵犯商家权益。影响商家品牌形象、模糊商家品牌定位、降低商家店铺的视觉效果、增加商

家的装修成本、经营损失、加重商家的经济负担……

（2）损害政府公信力。市民及商家质疑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民主性；政府公信力大打折

扣；市民及商家对政府滋生不满与抱怨情绪、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氛围……

（3）扼杀地方多元审美。统一招牌抹杀地方文化、限制市民、商家的审美观念和创造力、限制艺

术创作的自由与活力、城市和街道失去美学魅力与艺术感染力……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日，沧州市新华区沧州站附近一条街道店铺统一安装“黑底白字”招牌被吐槽。令人费解

的是，这种迷惑操作屡屡发生，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沧州街道招牌事件看似只是城市外观的一次调整波折，实则深刻反映出城市治理理念与公众需求、

商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我们部分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步——危害：

其一，侵犯商家权益。一方面，统一的“黑底白字”招牌破坏了商家原有的品牌辨识度，流失新老

顾客；另一方面，频繁更换招牌也会造成商家额外的经济损失，施工闭店带来的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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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损害政府公信力。政府未经民意与科学论证的统一方案，不仅引发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质疑，

同时也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

其三，扼杀地方多元审美。这种突兀且违背大众审美的招牌设计，极大地损害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

文化魅力；也剥夺了大众和商家的审美权利。单调统一的街道让城市失去特色和吸引力。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政绩观的偏差。部分地方官员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存在错误的政绩观，过于注重城市表面形象

的塑造和短期政绩的获取。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和视觉上所谓的“美观”，忽视城市建设的内涵式发

展和可持续性发展。

其次，行政决策的缺陷。部分地方政府在城市形象建设中，未能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全

由领导拍脑袋决定，导致决策依据不足，方案设计脱离实际情况。

再次，服务理念的缺失。部分政府部门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并未将民众和商家作为服务对象，缺乏

主动了解、问题解决的意识，将他们的实际需求、审美与文化诉求均抛掷脑后。

第四步——对策：

第一，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观教育和培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城市

发展导向。深刻认识到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承和弘扬

城市文化。

第二，优化行政决策流程。一方面，建立健全城市建设项目决策前的调研论证制度，通过实地走访、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全面收集和分析，为决策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另一方

面，完善城市建设项目的民主决策程度，充分民意表达。

第三，培养服务意识。一方面，开展系列的服务意识培训与教育活动，让政府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

城市治理的本质是服务民众；另一方面，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确保政府与商家、民众之间

的信息畅通，以便政府更切实际的服务民众。

第五步——总结结尾：

沧州街道招牌事件敲响了城市治理服务意识缺失的警钟。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政府部门必须深刻反

思，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构建沟通平台与优化行政决策流程等多方举措，才能将服务理念贯穿城市治理

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