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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有人在网上反映，河北廊
坊三河市城管部门要求商户门头
牌匾禁用红蓝黑三色，造成一系列
麻烦，甚至有多年老店被迫发视
频、贴告示提醒顾客“并未搬迁，还
在营业”。茶饮品牌蜜雪冰城因为
使用了红色作为主题色，也不得不
变身“绿雪冰城”。

红色是广告牌中常用的暖色，
蓝色给人静谧高端的印象，黑色则
是许多老街区招牌的万能底色，把
这三种颜色一禁了之，颇有种“裁
员裁到大动脉”的既视感，受影响
的商家不在少数。

此前，有部分城市曾有过统一
商户门牌颜色和字体风格的奇葩
操作，不仅导致样式千篇一律，同
时也影响到许多商家的正常经营，
招致不少批评。对此次禁用三种颜
色的规定，当地城管部门并未作出
明确解释，也未提供相关文件，只
通知商户说是“城市规划的需要”，
既无道理，也无法理，更缺少后续
的补偿措施，这样的奇葩要求怎会
得人心呢？

要深究换色的原因，或许能从
该市去年底发布的《三河市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导则》中管窥一二。其
中确实有提到“除国际国内连锁品
牌，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并
将许多生活中常见的广告牌作为
负面案例。

三河市究竟想要呈现怎样的
效果？这是许多网友想破头也想不
明白的问题。从文件中来看，“燕郊
城区主打学院风、现代化、国际化，
东部城区主打新国风、生态化、园
林化”或许是其最终的目标。文件
还建议：“牌匾底色可选用如浅咖
色、浅灰色、玫瑰金、米黄色、象牙
白等。字体颜色可选用如米色、白
色、黄色、咖色、金色等。”配合文件
中其他种种繁琐的要求，确实也能
让人想象出一幅典雅丽质、协调统
一的效果图来，可再仔细想想，总
觉得不太对劲。

问题出在哪里呢？抛开方案是
否科学，是否征求了市民和商家的
意见，有没有决策者凭个人喜好

“拍脑袋”等诸多疑点，即便这座城
市可以用尺子和色卡去反复度量，
最终造就一款精美的“工艺品”，但
在我们的想象中，却似乎怎么也找
不到人的痕迹——街道上或匆忙
或惬意的行人，临街商铺里的叫卖
声和烟火气，到处引战耍宝的“雪
王人偶”，抓眼的招牌和略带俗气
的大字，这样的整体氛围就被“破
坏”了。正因它“理论上”太过完美，
并通过强制力推进，最终却反而像
是“效果图”“沙盘”，或是人为塑造
的网红打卡点，而不是一个真正惬
意的生活空间。

城市本就因人的聚居而产生，
是地理因素、历史条件和人劳动休
息的共同产物。红墙青瓦中镌刻着
历史与岁月的痕迹，长檐骑楼下蕴
藏着对抗雨水和烈日的奥秘，这些
自发形成的文化元素强求不来，它
们的自由组合造就了城市的整体
风貌，也反过来影响着城市中人的
脾性。为什么不能自然些，尊重市
场规律和生活经验，把生产美、发
现美的权利交给城市的主人呢？他
们会用时间给出更好的答案。

当我们形容自然奇观时，总会
说“上天打翻了调色盘”。我们的城
市或许也是如此——它的“调色
盘”里不止红蓝黄绿，也浸染着普
通人的惯常和期许。

来源：南方日报

禁用“红蓝黑”
给城市添不了彩

□默达

图① 5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实验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们在防震演练中紧急疏散。
□新华社发（郝群英摄）

图② 5月12日，小朋友们在学习模拟地震来临时的避险要领。
□新华社发（陈暐摄）

图③ 5月12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城内小学，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在指导学生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
□新华社发（徐宏星摄）

图④ 5月12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在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开展2025年度校园火灾事故应急演
练，消防队员在演练中利用云梯营救被困学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翟慧勇摄）

图⑤ 5月12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
化路小学，当地气象台的志愿者在向学生们宣
传气象防灾减灾科普知识。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图⑥ 5月12日，云南省丽江市地震局工作

人员在玉龙县石鼓镇格子村给村民讲解防震
减灾知识。

□新华社发（赵庆祖摄）
图⑦ 5月12日，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教育

集团滨海幼儿园，翔安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
指导孩子们使用水枪出水“灭火”。

□新华社发（曾德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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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周圆、魏弘毅）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7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
边灾害隐患”。连日来，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防灾
减灾宣传活动，积极在全社会营造
浓厚的防灾减灾氛围。

应急管理部结合全国应急管
理系统综合减灾工作会议，对做好
全国防灾减灾日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强调；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行动方案；国家卫生
健康委指导各地将急救常识纳入
防灾减灾宣传内容；工业和信息化
部协调电信运营商，发送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公益短信。

在防灾减灾科普方面，应急管
理部、中国地震局举办“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知识发布会，
普及地震安全知识；安徽将应急救
援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黑科技”
搬到群众身边；福建通过福州方言
快板、泉州提线木偶戏等载体，向
群众生动讲解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不少地方引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人等新技术新装备，调动群众参与
积极性。

在演练演习方面，湖北聚焦极
端强降雨导致“三断”情景下的山
体滑坡、城市内涝防灾避险和救援
救灾，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江苏组
织开展地震、台风、洪涝多灾种叠
加灾害综合应急演练；重庆组织开
展学校地震应急演练；宁夏聚焦

“一老一小”、特殊人群及人员密集
场所，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贴近
实战，组织开展演练演习，磨合机
制、检验队伍，有效提升灾害应急
处置能力。

据悉，5月12日至18日为防灾
减灾宣传周。其间，各地各有关部
门将持续聚焦群众身边灾害隐患，
组织集中开展灾害风险辨识、巡查
排查和整治行动，推动各项安全防
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各地各部门广泛

开展防灾减灾

科普宣教活动

全国层面首次！
《防震减灾基本知识
与技能大纲》发布

新华社长沙5月12日电 （记者
余春生）今年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当天，中国地震局在湖
南韶山举办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
普主场活动，正式发布《防震减灾基
本知识与技能大纲》，这是全国层面
首次编制的防震减灾基本知识与行
为技能规范，旨在系统提升公众防灾
意 识 和 应 急 能 力 ，筑 牢 社 会 安 全
防线。

本次活动以“防震减灾 共筑平
安”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形式，
通过举办科普展演、应急演练、图书
捐赠、专家讲座等活动，向公众普及
科学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

现场发布的《防震减灾基本知识
与技能大纲》包括 18 条内容及其释
义，分为“基本知识和理念”“基本行

为和技能”两部分，涵
盖地震空间分布规律、地
震预警、震时应急避险技
能、震 后 生 活 技 能 等 方 面
内容。

活动期间，中国地震局通
过网络和新媒体发布震后学校
应急避险疏散典型案例，介绍了
四川、青海、福建、云南、河北等地
5 所中学的“教科书”式避险疏散
经验。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张勤表示，加
强防震减灾科普是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有
利于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防震减灾工
作的关注，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
尽责”的良好氛围，为减轻地震灾害风
险筑牢坚实的社会基础。

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
印发农业防灾减灾预案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
胡璐）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
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制定印发
2025 年汛期科学防灾减灾奋力夺取
粮食和农业丰收预案，指导各地狠抓
关键农时，落实关键技术，切实减轻
灾害损失，全力以赴抗灾夺丰收。

这是记者8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的。

预案分灾种明确汛期农业防灾
减灾五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

一是防洪涝降渍害。加快推进农
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完
善防灾减灾物资装备储备和紧急调
拨，抢排田间积水、加强灾后田管，促
进生产恢复。

二是防干旱促生长。做好水源
调度，及早做好农灌渠道修缮清淤，
一旦出现旱情及时浇水补墒，推广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落实农艺保墒
措施。

三是抗高温防热害。坚持“以水

调温、叶面喷肥”加强水分管理，调节
田间小气候，缓冲高温影响，及时喷
施叶面肥增强植株抗性。

四是防台风保安全。及时整修
加固果树、大棚、圈舍、水产养殖设
施等，及时抢收已成熟作物，组织
渔船回港避风、渔排养殖人员
上岸。

五是防病虫减损失。加
密监测预警，对重大病虫
害，及时开展统防统治、
应急防治，严控大面积
流行危害。

预案还要求，
要强化部门协同
配 合 ，深 化 部
门间常态化
协作联动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