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规施行9个多月，上海户外招牌“纳管”情况如何？

店招“特色菜单”多样选择
备案“线上帮办”少些跑腿

乐享家门口的“美好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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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店招
“挺符合古建筑气质”
南翔镇人民街（南翔老街）位于南翔

双塔历史文化风貌区。走在老街上，两侧

店招古色古香，又各具特色，一串串古风

灯笼更是将老街装扮得灵动起来。

“柠檬茶坊”的老板娘黄丽说，自家原

先的店招是2020年4月装的，今年7月换

上了新的木结构“金字招牌”，最大的好处

是解决了安全隐患。“原先是灯箱式带电

线的店招，因为是露天的，一直担心漏

电。”这次，在管理部门提供的“设计套餐”

中，黄丽选择了一款木结构烫金阳文的式

样，雅致古朴的牌匾只花了约600元。

同样从灯箱式换成木质招牌的，还有

旁边的烤串店。老板邱志强觉得，相比以

前的店招，新换的牌匾“不花里胡哨，挺符

合古建筑的气质”。撤下灯箱式店招，是

否会影响夜间生意？对此，两位老板笑着

说，店招边上装有射灯，晚上灯光一打，仍

然看得很清楚。

这两家店只是南翔老街首批店招提

升的73家商户中的代表。南翔镇社会事

业办主任黄一峰表示，以前老街上的店招

不仅形状各异，材质上也是五花八门，各

家还做了招风旗、侧招等，不仅挡了路，还

有安全隐患。尤其是灯箱式店招，既重又

带电，木结构老房子根本吃不住分量。

于是，结合新版《条例》的实施，去年

南翔老街着手设计店招更新方案。设计

稿出来后，工作人员逐一拜访店铺，提供

不同“菜单”，并根据店家的意见修改出

样。“去年至今，首批更新的店招有73块，

今后将在老街上全覆盖。”黄一峰说。

保留个性
设计稿供商家挑选
店招更新，如何在契合老街特色风貌

的基调中寻求个性？在老街管理方提供

的“套餐”中，每家商户都有多项选择，还

能根据店铺特色“量身定制”。比如，在底

板形状上，有长条形、扇形、椭圆形、不规

则形等；在材质上，有防腐木、仿木纹等；

在字体和颜色上也有不少选项。“设计稿

都是由精通店招店牌设计导则的专家设

计的，再融入商家想要的个性化元素，并

在合规性上和商家‘抠字眼’，最终形成设

计稿，成熟一块挂一块。”管理方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更新过程中，一些原

先存在的有关合规性的问题也被一并解

决。比如，有一家臭豆腐店曾在侧招上写

“天下第一臭”，更新店招时，管理人员向

店家指出，这种宣传表述涉嫌违反广告

法，更新后不能再用此类字眼。又如，在

新规下，历史风貌区之外的部分店招需要

备案，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普法，并帮

助很多年纪大的商户在电脑上备案，解决

了弱小商户店招合法性的问题。

推动备案
不用出门也可申请
新版《条例》实施后，户外招牌有较大

改变。全市户外店招管理从原来的“许可+

告知承诺”模式变为“许可+备案”模式。

如何推动店家主动对户外店招的设

置备案？嘉定区菊园新区城市建设管理

事务中心主任陈芳介绍，菊园新区摸索出

“网格化摸底+上门服务”的方法，将新区

划为22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位社工

和一位协管员，负责户外招牌备案的宣

传、告知、排查、指导等，菊园新区城建中

心则派专人负责系统受理和事后监管。

通过排摸，菊园新区的户外招牌共1047

块，符合备案条件的有535块。

随后，菊园新区充分调动商家、自治

组织、志愿者队伍的积极性，并培训户外

招牌备案人员。以往，有些商家不能自主

办理，或自带材料上门办理后却发现材料

不符合规定，不得不多次往返线下办理

点。为此，菊园新区采用“线上帮办+上门

服务”，商家可以通过热线了解规定，在专

业人员指导下通过“一网通办”系统进行

材料上传和信息填写，实现不出门、不见面

即完成申请。新版《条例》实施后7个月，

菊园新区的户外招牌备案率已达100%。

同样，南翔镇也正在推进招牌备案，

推出了“店小二服务”。南翔镇户外招牌

共2384块，符合备案要求的有1451块。

新版《条例》实施后，南翔镇通过网格包

干、坚持管执联动、实施“特色道路”建设

等方式推动招牌备案，并主动上门指导，

“一对一”协助商家完成招牌备案。今年

以来，镇里52件市区两级督办件已全部

落实整改，目前累计整改254处，其中拆

除屋顶招牌16块、大型外挑式1块、超体

量招牌28块、隐患招牌7块。

嘉定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吴国瑜表

示，嘉定区现有户外招牌近2万块，符合

备案条件的有10606块。户外招牌量大面

广，是城市的门面，也反映了人文历史和

经济活力。嘉定区要从抓安全、提品质、稳

商业、促经济方面入手，做好户外招牌管理

工作，目前全区户外招牌备案率达64%。

记者获悉，目前上海户外招牌约有

32.8万块，全市已有8个区完成景观区域、

主要道路户外招牌设置导则的编制，在市

级层面已编制完成“一江一河”和历史风

貌区历史优秀建筑的户外招牌设置导

则。同时，全市已累计评选上海市户外招

牌特色道路211条，其中市级特色道路

100条。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新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于去年12月实施，其中对户外广告招牌许可制
度作了调整，从全面许可调整为“许可+备案”的分类管
理模式。
新规施行9个多月，上海户外招牌“纳管”情况如

何？安全性是否有保障？户外招牌的共性与个性如何
平衡？在户外招牌备案率已达100%的嘉定南翔镇和菊
园新区，“网格化推进”和“店小二服务”成了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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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古香又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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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箱式店招变木质店招

秋天的上海是迷人的，斯诺克
选手奥沙利文来到上海参加大师
赛之余，忍不住体验了一回城市行
走（Citywalk）；秋日上海的各项旅
游活动更是醉人的，从本周末至
10月6日，第34届上海旅游节将
推出200场重点活动、超千项文旅
产品，不仅让上海以外的游客期待
来到申城，也让本地市民可以在家
门口感受“美好与欢乐”。
去年以来，新的本地旅行方式

越来越受到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
推崇，像城市考古、城市行走等新

型旅游方式不断出圈。今年旅游
节上，着重对一江一河游览、建筑
可阅读、海派城市考古等都市文旅
IP进行迭代升级，并持续推出“红
色初心游”“沪郊生态游”等十大惠
民游系列产品。在各类都市旅游
产品频频推出的背后，不仅需要形
成更多“必游”打卡点，更需要与人
们的城市生活形成同频共振。
对于许多生活在上海的人来

说，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往往让他
们对居住地和办公地附近的“风
景”习以为常。在旅游节期间，通过
推出一系列旅游产品和线路，可以
让人们在闲暇时间重新发现身边
的“风景”。本届旅游节开幕活动特

别选在“一江一河”交汇点——虹
口北外滩举行，而此次虹口推出的
江河交汇 ·潮浪和鸣、工业新生 ·未
来潮向、文艺格调 ·海派风情等10

条精品旅游线路，更是可以让人们
对虹口有一个全新认识。
都市旅游该不该有“目的性”?

在很多有关旅游的网络社区，这是
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一些人认
为，“没有目的性”的城市漫游像是
一种怀旧和生活方式的回归；也有
一些人觉得，如果设置“目的性”，
可以让探索更有深度，因而不少旅
游者往往会通过老报纸、老地图去
搜集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
旅游节期间推出的线路能否进一

步细化，特别是结合文旅、商旅及
节庆推出特色旅游线路？比如：在
中秋国庆期间探寻上海南京路老
字号的鲜肉月饼，看一看这些老字
号与海派商业发展有怎样的关
系。这比单纯在南京路进行城市
行走更有意思，也能引发更多话题。
畅享“微旅行”，悠享“慢生

活”。近年来，上海结合“道路+”
“公园+”“生活圈+”，打造一批升级
版“小而美”“小而精”的好去处，像
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十二工坊，是
根据海沈村的人文底蕴和沪乡文
化打造的，集沪乡记忆、沪乡味道、
非遗传统手工艺、乡村匠人于一体
的工坊集群，在这里可以看到传统

美学和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结合此次旅游节的举行，可以将这
些景点进一步升级优化，并在朋友
圈“刷屏”之后，吸引更多市民放下
手机、走出家门，重新打开视觉、听
觉、嗅觉和味觉，全方位地感受身
边的“美好与欢乐”。
上海这么大，可以多看看：从

一街一巷、一草一木去深入了解上
海的“年轮”和印记；在走街串巷、
发现探索中体验上海的年轻态和
年轻力。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上海旅
游节中，把更多都市资源转化为文旅
资源，进一步放大文旅节庆的引流
效应，让更多市民享受上海秋日的
美好与浪漫，更加喜爱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