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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3月1?起施行

让36万块招牌兼顾安全与个性

    自诩 “废柴”、 只想 “葛优

躺”？ 近年来，一种所谓的“丧文
化”悄然流行，且在网络上以带

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
彩的语言、文字、图画等载体传

播，而且越来越低龄化。

当原本应该蓬勃朝气的孩

子们老气横秋地说着“当一条咸

鱼也不错”， 似懂非懂地发送着
“丧文化”表情包，甚至“什么也

不想干” 只想沉溺在网络之中
时，让人生出深深的隐忧。

当代青少年出生在网络时
代，“断网”并不现实。 随着寒假

开启，在线教育在疫情防控新常
态下兴起，让孩子们和网络有了

更多亲密接触的机会，也让网络
上包括丧文化在内的各类文化

有了可乘之机。 在这种状态下，

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清朗向上的网络文化

空间迫在眉睫。

其实，近年来，政府的多个部门已经

有所行动，早在 2014年开始，我国就开
启了“净网行动”，到了 2019年，国家网

信办又指导短视频平台设置 “青少年模
式”……但是，不少平台内容审核、实名

认证存在漏洞、“青少年模式” 欠缺长久

更新或升级，这些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在

笔者看来，要抵制“丧文化”对青少年的
侵蚀，仍需堵和疏的“双管齐下”。

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切断“丧文化”

的入侵，网络平台要有责任和担当，不断
完善防沉迷的“青少年模式”，监督机构

建立举报奖惩机制，阻隔充斥着负能量、

暴力等元素的网游，减少“丧文化”主题

的表情包、文章、视频的传播。另一方面，

需要不断提升青少年自身的网络素养。

尤其是和孩子最亲密的家长、老师，要注
意多和孩子沟通， 及时发现孩子身上的

“丧”苗头，不要让孩子因为“精神空虚”

而沉迷网络， 成年人可以帮助孩子培养

体育运动、阅读等健康的兴趣爱好，鼓励
他们和身边的同学合理交流、共同成长。

每一段青春， 都难免会遇到成长的

烦恼。 成年人别总觉得 “少年不识愁滋

味”，应该俯下身子，听一听孩子的青春
秘密， 多主动提供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优

秀文化产品，带着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小
确幸”，才能让他们迎着阳光忘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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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岁的安徽男孩梅二子，因为疫情的关

系，失去了曾经的平面设计师岗位。昨天，他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咖啡师。在昨天开业的上

海首家星巴克手语店，他穿着印有手语图案
的绿色围裙，熟练地为客人冲泡咖啡。遇到有

客人点单，他会拿起面前的写字板让客人写
下要求，或者通过智能语音提示器，“听”懂客

人的需求，再通过语音助手说出“好的，一杯

大杯热拿铁，这是你的收银?。”如果不是衬
衫领口有特殊的手语图案作为标记，吧台前

还有一块提示牌“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但我
们很乐意为你服务”，顾客们并不知道他有什

么不一样———其实，他和他的四名小伙伴一
样，都是这家手语店的聋人咖啡师，也是这家

手语店的第一批员工。

在上海大街小巷的上万家咖啡馆里，残
疾人员工的身影正越来越多，心智障碍和聋

人咖啡师显示出这座城市的温度，也展示出
残疾人创造出彩人生的无限可能。昨天，星

巴克在黄浦区的绿地缤纷城里开出手语店，
聋人咖啡师在员工中占比接近 1/2，更是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几周以来，不少聋人

都自发在朋友圈里转发预热视频，为小伙伴
们高兴。

昨天，专程来现场为首批聋人咖啡师加
油打气的，除了从 2019年发起倡议并全程支

持的上海市以及黄浦区残联工作人员，还有

不少聋人。采访中，记者就遇到了专程从内蒙
古闻讯赶来的一对聋人青年夫妇，他们想来

应聘就职，积累经验回家乡创业，创办内蒙古
第一家聋人经营的咖啡馆。还有一名外籍手

语志愿者也陪着聋人朋友一起来探店，他们
和咖啡师打着手语，交流得热火朝天。

说起工作感受，多才多艺还喜欢在网上

发布自拍视频的梅二子在写字板上“滔滔不
绝”地写了起来。他“说”，他很喜欢喝咖啡，平

均一天喝四杯，而且，也很喜欢星巴克多元、
平等、融合的文化，所以，听说有招聘消息，他

就来报名了。
上岗前，他经过了几个月的内部培训，虽

然老师是第一次接触聋人，却很耐心，而且通

过上海市残联的“千人手语培训计划”学会了
手语，师徒交流起来方便许多。在学习中，梅

二子觉得用英语背诵配方卡是最大挑战，不
过，他从来没打过退堂鼓，因为，整个氛围都

让他觉得很开心。他还幽默地在写字板上补
充了一句：“每天去上班下班都快乐，因为我

爱笑。”

与梅二子一样，在这里工作的聋人都觉
得很自在，也很自信，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

这里，他们可以制作咖啡，与同事和顾客平等
交流，也可以学以致用，用自己的美术和剪纸

作品装扮店堂，人生价值得到了更好实现。

本报记者 孙云

上海首家星巴克手语店昨开业，近一半员工是聋人咖啡师

“我们听不见，但很乐意为你服务”

绿地缤纷城的这家手语店是星巴
克在中国的第四家手语店、上海的首
家，从首日营业状况来看，顾客们发现
他们是聋人后虽有吃惊，但也能迅速
“切换频道”，通过看图片打手势、在写
字板上写字和利用智能语音助手帮助
等方式，与咖啡师无障碍沟通，顺利点
单取餐。有些客人还饶有兴致地学起了
“谢谢”等简单手语，与咖啡师互动，店
堂里洋溢着爱的暖流。

咖啡与上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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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聋人咖啡师许菲介绍
自己创作的装饰画

    户外招牌如何兼顾安全与个性？招牌的

设置人和建筑物所有权人责任如何划分？街
镇在招牌管理方面承担什么角色？统一颜色、

样式、字体的“一刀切”做法如何改善？……上
海目前登记在册的户外招牌有约 36万块，这

些招牌提升了城市商业活力，但也关系到市
民“头顶上的安全”。今年 3月 1日起，《上海

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正式施行，今天，绿化市容部门对新规
进行了解读。

明确市区街镇三级管理
记者注意到，《办法》共 27?，规定由市

绿化市容部门编制技术规范，并对招牌内容、

设置位置、设计制作、施工安装、维护保养、安
全检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办法》明

确区绿化市容部门需编制本区的设置导则，
针对的是在主要道路沿线和景观区域设置户

外招牌，以及设置户外招牌涉及文物、历史风

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等情形。而街镇则应发
挥属地优势，编制设置导则，为体现本地风

貌、特色起到导向作用。技术规范和设置导则

的编制中，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在管理模式上，《办法》实施“常规许可+

告知承诺”的分类管理。对涉及历史风貌保

护、文物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以及因招牌结
构、体量、位置等因素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情

形，继续采用常规许可方式。而对其他户外招
牌设置，实行告知承诺。《办法》也明确了可能

影响公共安全的具体情形，包括设置箱体式

整体结构或者大型垂直外墙式户外招牌、高
度大于 2.5米的独立式户外招牌、超过建（构）

筑物 3层或者在建（构）筑物 10米以上部位
设置户外招牌等。

强化户外招牌设置安全
强化户外招牌设置安全，是《办法》的重

要内容。招牌的设置人作为安全责任主体，设

置人应当办理许可、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和整
修、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委托专业检测单

位对纳入常规许可范围的户外招牌进行定期
安全检测等。同时，引入信用机制、实施失信

惩戒，引导设置人承担依法设置、维护保养、

检查检测、自行拆除废弃招牌等责任。

而设置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也有相

应责任。设计、安装和检测单位，应承担质量
和安全责任。建筑物所有权人负有督促责任，

如果设置人终止办公、生产经营或搬迁导致
招牌无人管理，所有权人应依法拆除招牌。

2013年，本市已出台过《上海市户外招牌
设置管理办法》，相比之下，此次新规具有“全

覆盖、全周期、全要素”的特点。市绿化市容局

政策法规处处长王辉表示，新规是政府规章，
从效率和权限来讲，要高于 2013年的规范性

文件，代表着行业立法更精细化。同时，新规
的导向是规范设置与品质提升兼顾，“以往重

在硬件，现在则关注要避免‘千店一面’，广告
内容也要符合公序良俗。”王辉还表示，上海

对户外招牌的设置正在探索设立特色道路，
比如南昌路就编制了导则，部分基层也引入

了自治组织，对招牌进行日常维护管理。
一些连锁品牌在上海“遍地开花”，有几

百甚至上千块招牌，在新规下是否可以批量
审批？对此，景观管理处副处长乐嘉骅表示，

考虑到建筑物各不相同，仍将采取“一店一审
批”模式。对于目前存在的存量招牌，将提供

补办手续的服务，如果招牌与现有的技术规

范有差异，将要求整改。针对“背街小巷”的小
微企业招牌，相关部门将引导业主尽量不做

体量大、结构复杂的招牌，日常监管工作也将
进一步纳入网格化管理。

招牌管理纳入“一网统管”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年初以来已会同相
关部门做好《办法》施行的各?准备，包括完

成 8?配套任务，完善市、区、街镇三级管理
体系，同时建设纳入“一网统管”、涵盖事中事

后监管的全流程信息平台，并于 3月 1日同
步上线。此外，《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

范（2021版）》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

本市还将评选 40?市级特色道路（街区）。
下阶段，市绿化市容部门将加快制度规

范建设，起草完成配套规范性文件、技术规
范、设置导则、恶劣天气预案，公布具备户外

招牌设计、施工安装、检测等相应能力的单位
名录，完善户外招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调整

“一网通办”许可办事指南。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