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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字 号 如 何 历 久 弥 新
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 肖

近期，中华老字号的“一出一进”引人注目。

今年年初，商务部等五部门认定 382 个品牌为第

三批中华老字号，为老字号发展注入活力。而在

去年年底，长期经营不善的 55 个品牌被移出中

华老字号名录。

“新路春”是这次被移出名录的品牌之一。

记者在大众点评网站上定位北京，搜索“新路春

饭庄”，如今只有“峨嵋酒家地安门店”一个结

果。门店服务员告诉记者，“这是同一家公司在

运营，以前卖包子，现在已经不做了”。

关于新路春曾经的样子，记者仅从网上找到

的网友打卡笔记中略知一二——“这里原名新路

春，30 多年前是北京第一家引进天津‘狗不理’包

子的店，后来更名为新路春饭庄”。

有新加入的，有出列的，有留下来的，“进进

出出”之间让更多人意识到，老字号品牌不是“铁

饭碗”，不是终身制，只有顺应市场机制、不断推

陈出新、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老字号企业才能

长红。

为引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秀民族文化和

独特技艺的老字号加快创新发展，商务部从 2006

年起在全国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

2023 年，商务部等五部门印发《中华老字号

示范创建管理办法》，明确中华老字号应当具备

品牌创立时间在 50 年（含）以上、具有中华民族

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等条件；中华老字号

企业应当具备主营业务连续经营 30 年（含）以

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符合现代要求的企业治

理模式、在所属行业或领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等

条件。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老字号工作委员会

主任张丽君认为，50 年与 30 年的时间硬指标要

求，说明通过审核的老字号品牌重视自身文化与

品牌建设，而且自身在经营管理、产品和服务方

面获得了市场认可。“相较于通过审核的老字号

总量，没有通过的品牌是少数。”张丽君告诉记

者，未通过审核的企业主要是因为产品跟不上时

代需求，其次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顺势而为不断转型

老字号发展至今，能够一帆风顺的实属少

数，更多的老字号企业是在阶段性市场转折期

中不断寻求突破与发展。实现“百年传承”而

屹立不倒的老字号，一方面源于其精湛技艺造

就的特殊产品或服务的稀缺性，另一方面靠的

是自身不断转型升级，努力适应市场需求的

变化。

李连贵熏肉大饼是吉林省四平市的百年老

字号。回溯李连贵品牌走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

到老字号在不同境遇中不断克服困难、转型升级

的努力。

四平李连贵饮食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亚龙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李连贵品

牌被大肆盗用，仅四平市就有数百家大小店面挂

着李连贵招牌。“牌子倒了，队伍散了，单位也几

乎黄了。”1996 年，他受命担任当时的国营李连贵

风味大酒楼总经理时，企业已连续亏损 3 年，170

多名职工已经半年领不到工资。

“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权打假。”温亚龙

说，在相关部门帮助下，450 多家侵权店被取缔，

企业夺回了品牌阵地，扭转了经营颓势。

摆脱困境的李连贵品牌走向正轨后，成立了

知识产权部，还自筹资金注册了商标，这些富有

前瞻性的工作为企业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后来，李连贵的职工开始涨工资、拿奖金。”

温亚龙说。

2002 年，李连贵品牌又经受了考验。因为城

市规划，位于四平市内黄金地段的李连贵营业大

楼被拆迁。饭店没了经营场所，170 多名职工面

临失业。

经 过 不 断 摸 索 ，温 亚 龙 提 出 了“直 营 自 救

连锁发展”的新理念，先是在职工中集资开设直

营店，然后是将过去的守店经营转变为走出去经

营，尝试开展连锁加盟业务。经过不懈努力，企

业再次转危为安。如今的李连贵已经有 300 余

家连锁店。

作为近现代工商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广东省

汇集了数量众多的老字号企业，创始于 1880 年

的陶陶居就是其中之一。2021 年陶陶居位于广

州的总店重装开业。从陶陶居提供的资料来看，

这一门店起初的装修计划投资是 3000 万元，结

果最终花费总额达 7000 多万元。

问及超预算重装店面的原因，广州陶陶居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尹江波表示：“因为我们想重现

这个老字号的昔日荣光。总店开业当天，一位 70

多岁的老阿姨说，她自己和女儿都是在陶陶居举

办的婚宴，希望孙辈喜事也在这里举办。”

广式生活方式和茶点文化为什么能被不同

时期的消费者接受？答案或许可以在不断寻求

突破中找到。尹江波告诉记者，一直以来，陶陶

居门店都会展示传统的广州老西关文化元素，并

融合时尚元素创新呈现。从经营模式来看，陶陶

居根据客群提供相应的服务功能，划分为商场

店、街铺店、高端商务店、宴会店等。

2023 年 9 月陶陶居在上海龙之梦开出首家

4.0 版本新店，不仅坚持现场制作食品，还将厨房

改为明档，让路过的食客能直接看到广式点心的

制作过程。目前，陶陶居在全国有 38 家门店，主

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厦门等

城市。

从 多 家 老 字 号 的 成 长 路 径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出，老字号不能抱着“老”的优势驻足不前，

而是要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同时不断适应变

化、转型突破，以更好的状态在市场上立足和

发展。

不老秘方在于创新

作为行业里曾经的佼佼者，老字号面对新的

市场环境该怎样寻求高质量发展？几位 200 岁

左右的“老选手”用“新活力”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那就是不断创新。

时尚、科技感、新产品、新消费场景⋯⋯这些

关键词与王老吉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尽

管王老吉已经 196 岁，但身处饮料行业的我们决

定走一条兼具时尚与科技感的发展道路。”广州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继曾说。

叶继曾介绍，王老吉首创“中草药 DNA 条形

码物种鉴定体系”，将世界先进的 DNA 条形码技

术用于原材料鉴定。另外，王老吉还发布多项研

究成果，主导或参与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其

中，2019 年发布的《凉茶饮料国际标准》填补了行

业空白。

“饮料行业的特点是消费群体比较年轻。我

们要与年轻消费者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将品牌文化、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与数字技术等相

结合，直接触达消费者。”叶继曾说，王老吉用数

字技术打造王老吉元宇宙展示厅、荔小吉数字藏

品等。同时，王老吉不断打造“吉文化”概念，推

出“姓氏罐+吉言罐+吉庆罐”系列产品，将饮料

消费行为向民俗、宴席等市场延伸，促进新的消

费场景生成。

除了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王老吉还将产品创

新与产业帮扶相结合。2018 年年底，为响应粤黔

两省以及广州市的帮扶工作号召，王老吉为帮扶

贵州刺梨产业出力，打造出刺柠吉系列产品。

2021 年，王老吉推出广东荔枝深加工龙头品牌荔

小吉，延长广东荔枝产业链。叶继曾告诉记者，

近年来，这种产业帮扶模式也在四川雅安、广东

梅州、甘肃兰州等地相继落实。

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对老字号来说，

找准自己的创新发力点很重要。比如，面对全国

各地的旅游消费者，苏州稻香村选择在门店和产

品设计上下功夫。

苏州稻香村在门店设计上推陈出新，让游客

在“打卡”过程中了解中国传统糕点技艺与文

化。“早在 2021 年，公司就将稻香村苏州观前街

店改造升级为国潮体验店，从店面风格到产品结

构进行大胆的国潮化升级。苏州观前街是江苏

省首批老字号集聚街区，稻香村观前街店改造升

级后，成为该街区数十个老字号门店中具有代表

性的旗舰店。”稻香村集团副总经

理周立源说，2023 年，苏州稻香村

在“东北第一街”沈阳中街开设了

东北首家现烤旗舰店，在成都宽

窄巷子开设了现烤体验店，进一

步 拉 近 了 与 年 轻 消 费 群 体 的

距离。

在产品设计上，稻香村不仅

将苏州地理标志产品碧螺春与苏

式糕点相融合，创新推出新国潮

苏式茶点，还与王者荣耀、中国航

天、功夫熊猫等年轻人喜爱的 IP

进行跨界合作。

周立源告诉记者，为了更好

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购物体验，

2009 年苏州稻香村成为较早探索

电子商务业务的中式糕点品牌。

通过入驻天猫、京东、拼多多、抖

音、快手等电商平台，并自建“品

牌自播矩阵、电商仓储物流、营销

服务体系”，电商业务已经形成全

链路运营。

未来，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

需求，稻香村将继续丰富中秋月

饼、春节年品、端午粽子三大节日

品类。在坚持传承传统技艺的同

时，持续研发低糖健康和特色风

味食品，向年轻化、健康化、特色化、定制化转型

升级。

面对新的消费群体，老字号品牌更需与时俱

进，讲好品牌故事，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新服务，在抓住市场新用户的同时，让品牌不断

年轻化。

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华老字号火宫殿也在“围

着年轻人转”上发力。在美团和大众点评网站

上，火宫殿不仅定期推出节假日应季团购套餐，

还发力线上精细化运营，成功吸引年轻消费者前

来打卡。

长沙饮食集团长沙火宫殿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后长告诉记者，火宫殿在大众点评上开了火

宫殿小吃王国坡子街店，并通过线上门店差异化

装修、团购定制化设置以及评价管理，进一步提

升老字号在年轻一代消费者中的影响力。

一 系 列 尝 试 让 火 宫 殿 的 盈 利 能 力 得 到 提

升。去年“五一”假期火宫殿参与了美团龙虾节，

推出的口味虾套餐广受消费者欢迎。火宫殿还

上线了美团外卖神抢手直播套餐，其中夏日专属

经 典 虾 尾 套 餐 去 年 8 月 实 付 交 易 额 突 破 年 度

峰值。

老店新人续写传奇

展望未来，不论是技艺的延续与传承，还是

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老字号的人才建设都是其持

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一家中华老字号，耿福兴不仅把各类传

统小吃打造成为安徽芜湖的饮食文化名片，还在传

统技艺传承方面积极布局，牵头制定了“芜湖小笼

汤包”“芜湖虾籽面”“翡翠烧卖”的芜湖地方标准。

在交流中记者感受到，尽管已经建立了六代

传承谱系，且拥有多名省市区三级非遗传承人，

但对于未来的人员储备和技艺传承，芜湖耿福兴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学锋仍觉得情

况不容乐观。

“传统小吃本身制作工序复杂，学徒成长为

专业人员需要经过漫长的培养周期，而在此期间

学徒身份工资不高，所以愿意干的、能够坚持下

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刘学锋表示。

记者了解到，与炒菜的“红案”厨师相比，主攻

各类面点的“白案”厨师培养周期更长，提升手艺既

需要老师的教学指导，又需要个人具备很好的悟性

和理解能力，加之传承非遗技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

和实践，真正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并非易事。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用人危机”，耿福兴开

始逐渐打破自上而下的人员培养流程，选择与学

校和社区合作，从社会上发掘人才。

刘学锋介绍，目前，耿福兴与芜湖当地社区

成立了一些研习基地招收点，招收愿意学习传统

面点技艺的人员进行培训，以扩大汤包、烧饼等

传统小吃制作技艺的影响力。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老字号从业者对人才培

养特别重视，他们呼吁更多人投身到传统技艺的

学习中来。

至今已有近 400 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因其

独特的锻制技艺而出名。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张新尧表示，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张

小泉在努力传承和发展非遗“镶钢锻制技艺”。

作为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60

岁的陈伟明已经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工作

了 40 多年。他说：“一把手工打造的张小泉剪刀

要历经 72 道工序，我 1984 年进厂，学艺期间不怕

辛苦。当时进厂的有 10 多个人，最终只有我留

下来了。”陈伟明的徒弟张良表示，把师父的技艺

精髓学到手是他们的责任，不能让老手艺在自己

手里失传。

不少老字号的手艺人认为，为了不让家喻户

晓的老字号沉寂在历史中，关键在人。老字号需要

有热情又坚韧的一代代从业者续写新的品牌传奇。

走 向 更 广 阔 市 场
万 政

近年来，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老字

号，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被越来越多消费者

所喜爱。拥抱更为广阔的市场，成为众多老字

号 拓 宽 发 展 边 界 、提 升 品 牌 影 响 力 的 有 力

抓手。

首先，挖掘年轻市场。曾几何时，老字号

成于“老”也困于“老”。消费群体固定、营销新

意不足是企业的短板弱项。穷则思变，我们看

到许多老字号升级营销模式、营造消费新场

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挖掘市场。

从品牌联名到跨界推新，老字号通过一系

列“年轻态打法”，实现了流量和利润的双丰

收。这些实践也证明，唯有跳出传统思维框

架、拥抱新的消费群体，老字号们才有向新的

动力，才能不断焕发青春活力。

其次，开拓资本市场。与互联网一样，资

金缺乏也是众多老字号面临的难题。产品陈

旧、创新不足、市场调整缓慢⋯⋯种种因素导

致了资本不看好老字号。但难点就是突破点，

获得资本青睐的过程也可以成为调整业务、优

化经营的过程。

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老字号

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

号在资本市场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在多层次的资

本市场中，老字号完全有机会大展拳脚、做大

做强。但也要注意，上市融资并不意味着万事

大吉，仍需要从品牌、产品、创新、营销等多方

面着手，步步为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面向国际市场。民族的也是世界

的。近年来，“国潮”走向世界，煎饼果子、糖葫

芦走红国际市场，大红袄、马面裙在海外街头

吸引众多目光。老字号走出国门机遇广阔，但

也面临着国际质量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的

课题。

3 月 18 日，一份以《粽子》为名的食品法典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由老字号企业参与制

定的全球首个中国传统节令食品国际标准。

这既是老字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一次具体

体现，也是一次“走出去”的生动实践。我们期

待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迈向国际舞台，更多

的老字号企业拥有“国际范儿”。

老字号是中华商业文化的瑰宝，是经济价

值和文化价值的结合体。在“国潮”兴起的当

下，老字号值得更多青睐，也应有底气赢得更

大的市场。

老字号是时代发展的印记。在不少人心里，老字号代表着历史传承与文

化积淀，是记忆，是情怀，也是乡愁。如今，面对新市场、新业态和新消费群体，

不少老字号挖掘自身底蕴，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消费场景，焕发

新活力。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老字号，或因产品跟不上时代、或因经营管理不

善而被“摘牌”。老字号怎样才能保持品牌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版编辑 于 浩 闫伟奇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顾客在天津老字号集合店内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老字号王老吉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刺柠吉生产基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