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字号小吃的独特工艺蕴
含着工匠精神，老味道令人难
忘。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
发展，一些老字号小吃也面临着
各种挑战和困难，需要不断守正
创新，积极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让这些老味道飘香更远。

“还记得30年前的冬天，外
面的雪有一尺厚，天还没亮，不
少人就站在门口排队等候。我
们7点上班，门一开，呼啦一声
都涌进来了。”西安同盛祥饭庄
的老员工马桂军回忆起当年的
情景，带着微笑。“来吃羊肉泡
馍，尝尝西安的味道。”来西安旅
游的王小姐，因为网上推荐慕名
而来，“自己动手掰馍吃，就有不
一样的体验。”

“提起长安城，常忆羊羹名；
羊羹美味尝，唯属同盛祥”……
民谣里，蕴含着老字号小吃的美
味密码。

独特秘方的老字号小
吃，留存的是童年的记忆和
家乡的味道

在乌鲁木齐，到了午饭的点
儿，“记忆鸿春园”里坐满了人。
不少头发花白的老人在这里聚
会，畅聊当年的时光，也有子女
带父母来寻找当年的味道。一
位70多岁的老先生正在买包
子，要带回去给父亲吃：“老爷子
90多岁了，但就记着这口童年

的味道。”
“地域性是老字号的内生

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剧锦文说，“餐饮老
字号与当地习俗、饮食偏好息
息相关，所以其发展具有很强
的地域性，可以说是一个地区
的文化标志。”

“羊肉泡馍里的辣椒，得用
韩城的辣椒，一换，味儿就不对
了。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马桂军说，几十种佐料，随
着当地气候变化，哪些该加、哪
些该减，都需细细品味……其
中的门道，老马三天三夜也说
不完。

西安饭庄的常驹成深有同
感，“就得用自家的秘方”。西安
传统名菜“葫芦鸡”是常师傅的
拿手好菜之一。相传葫芦鸡始
于唐朝的一个官厨，食材必须用
西安城南三爻村的“倭倭鸡”。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书
中记载的‘倭倭鸡’，我和我师父
都没见过，只好选用肉质相近的
品种；但在烹饪方法上我们有代
代相传的‘独门绝技’。”

“老字号菜肴里有独家的秘
方，有历史的记忆，也有家乡的
味道。”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
协会执行会长马国钦说，近年
来，为了留住老味道，不少地区
都开展了老字号评选、非物质文
化遗产申报等工作；他们协会
2014年评选了第一批12家老字

号餐饮企业。在陕西，同盛祥的
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是该省餐
饮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马桂军被评为该非遗项目传
承人；常驹成也是省级陕菜和陕
西风味小吃制作技艺传承人。

老味道在消失，绝活面
临失传，老字号小吃遭遇发
展困境

几年前，西安市商务局曾做
过调查，西安市12家餐饮类老
字号中，歇业的5家，后劲不足
的3家，盈利的仅有4家。有的
老味道仍在吸引回头客，但有些
老字号美味正在逐渐消失。

百花村在乌鲁木齐已经经
营了数十年，营销经理由明告诉
记者，前不久，有位老先生想点
一道青椒鱼，说他年轻时很爱
吃，“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道
菜了。”

说起鸿春园，乌鲁木齐市民
张晨煜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小
时候一大早排队买包子的情景，
“刚出笼的包子，咬一口滋滋往
外冒油。”但2003年，鸿春园的
发展轨迹戛然而止……

“长期以来的师带徒模式
导致缺乏明确的标准，有些老
字号往往人一走就变味，很多
名厨的毕生绝活都丢了。”马国
钦说，消失的不仅是美味，还有
老字号的文化。

由老字号“人民饭店”更名
而来的“新疆益天洋商务酒店”
始建于1955年。“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的前身是‘人民饭店’，连我
们自己留存的资料也很少。”酒
店总经理马玲说。

尽管同盛祥成了许多外地
游客的“网红打卡地”，不少游
客也在网络评价中提出了不
同意见：“口感是不错，但就是
上菜速度比较慢”“服务态度
有些冷淡，半天找不到服务
员”……“老字号多做宣传是
一方面，提升服务质量更重
要。”刘娟是80后，在她看来，
很多老字号在服务水平、人才
管理等方面跟不上时代发展，
导致顾客慢慢流失。

创新经营理念，尝试集
团化经营，重新擦亮老品牌

“以前待遇还不错，刚工作
那几年，单单奖金就够个人开销
了。”白衬衣、蓝马甲，穿着工装
的蒋智斌神采奕奕，在这里工作
了30多年，同盛祥已经成了她
的家。

蒋智斌说，同盛祥曾经一
度连年亏损，经营不下去，直到
被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后才渐渐重焕生机。如今，西
安饭庄、老孙家、同盛祥等11
个中华老字号企业都集聚在西
安饮食。“西安饮食是上市公

司，有资金优势，老字号在这里
不用单打独斗，发展会稳定一
些。”蒋智斌说。

“老字号的‘抱团’可以共同
研发、开展规模营销、增强信息
与资金互通。”剧锦文说，这种
“抱团”只是一种松散联盟，一般
不会影响到每家老字号的“味道
传承”，老字号们还是可以留住
自己的“老招牌”。

规模经营是很多老字号的
发展选择。“我们采取中央厨房
的连锁经营模式，将大多数能标
准化生产的产品，比如牛肉汤、
丸子等放到中央厨房生产，再集
中配送到销售店面。”新疆四十
九丸子汤的创始人王军青的做
法，让他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复
制”出了多家店面，味道却“多店
如一”。

2017年，当年关店的“鸿春
园”重新开业了。“鸿春园”的原
班人马齐聚益天洋商务酒店；
“记忆鸿春园”这个新店面成了
人们情感的新寄托。“能顺利开
业，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改制后引
入了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提供
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设
立了质量运营管理三级体系，各
部门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还设
立了创新菜基金，鼓励厨师每月
研发新产品。”马国钦说，老字号
的故事还在继续，老字号的努力
也在继续……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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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传统味道 探索新经营方式
老字号小吃新生态：

本报讯 据商务部监测，上
周（6月24日至30日）全国食用
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0.3%，涨幅比前一周回落0.4个百
分点，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前一
周上涨0.1%。

食用农产品市场：肉类批
发价格涨幅回落，其中猪肉批
发价格为每公斤23.12元，涨幅

比前一周回落3.3个百分点，牛
肉、羊肉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56.85元和56.28元，比前一周分
别上涨 0.1%和 0.3%。30种蔬
菜 平 均 批 发 价 格 为 每 公 斤
4.13元，比6月初下降3.7%，其
中黄瓜、南瓜、豆角价格比 6
月初分别下降 3.3%、9.3%和
13.8%。食用油批发价格略有

上涨。粮食批发价格运行平
稳，其中面粉、大米价格均与前
一周持平。6种水果平均批发
价格为每公斤8.91元，比前一
周下降0.2%，其中西瓜、葡萄、
柑 橘 、香 蕉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5.6%、2.7%、1.9%和0.5%%。水
产品批发价格小幅下降。禽产
品批发价格小幅下跌。

上周食用农产品价格涨幅回落

本报讯 香味扑鼻的花
卷馒头、爽滑柔软的面条、
蓬松酥脆的油条、入口即化
的曲奇、薯香四溢的饮品
……你能想象这些琳琅满
目的中西点心均是以马铃
薯为原料制成的主食化新
产品。近日，2019上海国际
薯业产业开发展在国家会
展中心开幕。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Q）数据显示，中国马铃
薯消费中，食用消费占比
60%。据预测，2017-2021
年，全球马铃薯加工市场将
以年均 4.88%的速度增长，
以马铃薯为原料的主食化
产品、休闲食品及饮料等将
逐步成为市场新趋势。去
年，上海薯业展首次与市农
业农村委合作，设立马铃薯
主食化展示区，展示了一批
适合长三角区域消费者口
味的马铃薯主食产品。今
年，该展览扩大了主食化展
示区域，邀请更多特色企
业、更广地域范围的展商和
观众，引领中国马铃薯主食

化向多元化、创新化方向发
展。

当天，首届“2019中国
马铃薯主食化产业发展国
际论坛”召开。来自中国马
铃薯主食化联盟、国际马铃
薯亚太中心、日本农业食品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上
海交通大学、“艺薯家”等多
家组织和机构的专家围绕
小土豆展开一场场精彩纷
呈的“头脑风暴”。

“加工技术的突破，让
马铃薯主食产品有更多机
会走向大众餐桌。”来自联
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马铃薯消费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远低
于其他国家的马铃薯消费
水平，如何促进消费升级，
就要紧紧抓住“营养、健康”
这个“牛鼻子”。毋庸置疑，
马铃薯低脂肪、高营养的特
点已是全球公认，马铃薯不
仅富含人体所必需的膳食
纤维、维生素以及胡萝卜
素，还易于消化吸收，同时
富含蛋白质及多种氨基酸。

马铃薯制品休闲食品
或将成市场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