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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变化的消费市场
中，消费者的反馈反复印证，老
字号品牌必须观察消费趋势、
立足消费场景、找准消费需求，
在传承好文化的同时，创新产
品、服务、管理模式，才能不被
时代抛弃。

以餐饮类老字号为例，上
世纪，中国人饮食结构中普遍
缺少脂肪、蛋白质和糖，因此更
青睐重油高糖的食品；如今，人
们更注重均衡饮食，老字号企
业若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则
会很难被消费者眷顾。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军介绍，根据市场
调研，当前葡萄酒消费群体逐
渐年轻化，普遍喜欢酒精度较
低的酒，公司于是研究开发了
系列脱醇葡萄汽酒产品，不仅
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葡萄酒的
香味，还将产品酒精度降低到
0.5%~1%之间。通过创新生
产，产品销量快速提高，通化

牌葡萄酒的消费人群也进一
步扩大。

立足线下平台和消费场
景，许多老字号企业开始在电
商、直播带货等赛道发力。鼎
丰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
销总监薛飞说：“公司已全面开
展电商、视频平台等线上渠道
的运营，通过多渠道推广产品，
更广泛地获取用户资源。”

当前，许多老字号企业都
开始瞄准年轻人发力。部分专
家表示，消费市场上，国风、国
潮产品持续火爆，传统与现代
深度融合，老字号企业需要积
极应变，才能不被年轻人抛弃。

位于北京东四北大街的
稻香村“零号店”里，许多精致
小巧的新中式糕点吸引了众
多年轻消费者排队购买。通
过在糕点中创新融入传统文
化元素，稻香村“零号店”不仅
登上了大众点评“北京热搜”，
也一度排名北京地区面包烘

焙榜单第一。
而在北京雍和宫大街上的

吴裕泰茶庄门口，也有不少顾
客排着长队。以茶类为主打产
品的吴裕泰，积极洞察消费市
场，将产品年轻化作为发展策
略，立足自身优势，推出茶味冰
激凌、茶月饼、茶粽子等“茶+”
产品，一度成为“爆款”。

中华老字号，底气在“老”，
出路在“新”。“作为中国品牌的
典型代表，中华老字号理应传
承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守
护好长久以来的市场信任，发
挥好独特的经济价值。”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泽林说。

许多专家表示，前行道路
上，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坚守诚
信底线、发扬传统优势、顺应市
场机制、保持工匠精神，或许才
是老字号历久弥新的秘诀，唯
有如此，中华老字号才能将“金
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

（唐成卓宋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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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的点心、恒源
祥的毛衫、老凤祥的首
饰、英雄牌钢笔、凤凰牌
自行车……这些广大消
费者耳熟能详的中华老
字号品牌、产品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承载着几
代人的记忆。

中华老字号品牌是
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
孕育出的“金字招牌”，不
仅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
能，也蕴含丰富的历史文
化价值。在消费市场日
新月异的当下，老字号品
牌面临一系列挑战，也正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承载岁月荣光：
老字号需要守住“老牌子”

在很多消费者心中，老字号是情怀、
乡愁、“烟火气”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世代
传承的工匠精神和诚信经营的商业道
德。专家认为，诸多老字号能历经市场
的大浪淘沙，延续至今，靠的就是过硬的
品质、传承的技艺、独特的文化价值。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乏一味想
着“赶时髦”的老字号企业，有的企业未
立先破，甚至因而丢了“老牌子”。吉林
省商务厅副厅长吕继伟表示，守好“老牌
子”，不光要创新求变，更重要的是用好
老技艺、老产品这些“传家宝”，巩固好
“老”的优势。

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鼎丰真总店
内，一炉老蛋糕新鲜出炉，甜香味萦绕空
中，吸引着八方来客。这家以传统中式
糕点为主打产品的糕点店，拥有百余年
历史，广受当地消费者青睐。

长春市民徐啸勇表示，鼎丰真里的老
麻花、炉果等老式糕点都是他记忆中的味
道。“鼎丰真糕点制作技艺”是吉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鼎丰真糕点制作
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放说，“油、糖、面、蛋，
手中变”是鼎丰真的老师傅们经常说的一
句话。通过不同的制作方法把简单的食
材变出花样来，是非遗传承人技艺之所
在，也是鼎丰真能守住“老牌子”的底气。

始创于1887年的吴裕泰主营茶类产
品，是商务部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企业。在原料关，吴裕泰采用的茶叶除
了要经过质检机构的理化检验，还要由
专业评茶师从色、香、味、形、气等方面全
方位审评，从源头保证茶叶质量。在制
作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裕
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有诸多讲究，传承
了百余年的九道制茶工序，缺一不可。

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书新表示，老字号企业的创新首先要抓
住“传承”这个牛鼻子，确保老祖宗留下
来的传统技艺和手艺“不失传、不失真、
不变味”，并紧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不
断赋予老技艺新的内涵，只有这样，老字
号的“金字招牌”才能长久熠熠生辉。

大多数中华老字号企业
中，一块招牌就是一段历史，
扎根在祖国大地上的老字号
品牌都有各自的故事。吉林
大学连锁经营研究中心主任
赵岩表示，充分挖掘“老牌子”
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推出具
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是
守住“老牌子”的关键。

产自吉林省的通化牌葡
萄酒是许多东北人记忆中的
味道，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媒
体上评论说，“通化葡萄酒一
如既往地好喝，只是喝完更
想家了”。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始建于1937年，是中国最早
的葡萄酒生产企业之一。87
年来，通化葡萄酒公司创造了
多款畅销于各个历史时期的

经典产品。
“通化葡萄酒的发展历程

中，工艺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承
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不光重
视生产，也一直致力于把酿酒
的故事讲给广大消费者。”通
化葡萄酒公司首席酿酒师国
凤华说。

根据国凤华介绍，在通化
牌冰葡萄酒的生产中，有许许
多多“讲究”：必须以生长在长
白山西麓的威代尔、北冰红两
种葡萄为原料，葡萄成熟后，
要先经过70多天风干，再经
历72小时零下7摄氏度以下
的冰冻后，方可采摘。之后经
过低温压榨、发酵、陈酿，才算
制成。

在园区接待游客时，国凤
华常常会将此类研发、酿造中

的故事以及通化葡萄酒发展
的历史讲给游客听。“只有了
解了这些故事，游客品酒的体
验才会更加丰富和立体。”国
凤华说。

位于浙江绍兴的咸亨酒
店，是商务部认定的首批中
华老字号企业，也是一家以
鲁迅文学作品为主题的百年
老店，拥有“乌干菜制作与烹
饪技艺”和“绍兴菜烹饪技
艺”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近年来，咸亨酒店深入挖
掘文化内涵，坚持“酒店+文
化”的经营理念，以“走进咸
亨、亲近鲁迅”为口号，致力于
打好“文化牌”，通过店内的孔
乙己铜像和社戏表演，咸亨酒
店吸引着诸多游客前来打卡。

去年9月，商务部联合相
关部门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
结果，将上海老半斋、天津稻
香村、重庆冠生园等55个长期
经营不善的品牌，移出中华老
字号名录。今年2月，商务部
发布通知，将382个品牌认定
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中华老
字号再添新员。

根据《中华老字号示范创
建管理办法》规定，商务部会同
相关部门原则上每3年对中华
老字号开展复核。对复核中发
现已经不符合中华老字号条件
的，相关部门将作出移出中华
老字号名录、收回中华老字号
标识使用权及牌匾的决定。

业内专家认为，“字号老”

并不等同于老字号，当前许多
老字号企业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但是还有一些老字号企
业早已失去了活力，处于挣扎
的边缘。如今，中华老字号企
业体系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转
型，部分老字号企业抱着“金
字招牌”“吃老本”的日子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老字号企业不能躺在
‘功劳簿’上‘吃老本’，要与时
俱进，要把消费者的认可当作
最终目标。”通化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说，以前
人们消费青睐物美价廉的商
品，现在大家不光追求产品的
性价比，也追求品质生活，生
产者们也要更注重产品的创

意和审美，赋予产品更多社交
属性。

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吕
继伟表示，老字号企业要注重
观察市场需求和行业变化，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打通市场渠道，拓宽
消费群体；要对标行业“领头
羊”，不断探索新经营模式，努
力让老品牌焕发新生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
授张泽林认为，老字号的“老”
是一种资源，但“老”不能转化
为资产，让市场认可、买账不
能仅凭品牌历史积淀，如何顺
应市场规律，优化自身的产品
和管理，是老字号需要思考的
问题。

强化动态管理：让老字号不再“倚老卖老”

何以历久弥新：让老字号成为“常青号”

讲好品牌故事：厚植“老牌子”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