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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月4日，立春，山东青岛。具有百年
历史的台东路步行街上人头攒动，展示着
一个个老字号品牌。由商务部主办的
2023年“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在此启动。

每逢时令佳节，逛老字号店铺，品老
字号美食，看老字号手艺……对很多人
来说，一家家承载着历史积淀的“中华老
字号”就是记忆中一抹熟悉的味道，一丝
难忘的乡愁，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与
时代记忆。

百年沧桑，金字招牌。连日来，新华
社记者深入全国多地老字号企业采访调
研，触摸新时代新征程上老字号企业发
展新脉搏，探寻未来发展新动向。

历久弥新：百年老字号展现新气象

新春佳节，一家家老字号，让年味儿
更浓，人气儿更旺。

早晨8点刚过，北京稻香村“零号店”
门口已排起七八米长队。店里新上的“福
兔献瑞”系列兔年糕点，手工鲜做、门店现
烤，来晚了就没有了。“销售的火爆程度超
乎我们预计，今年开年以来整体销售额同
比增长了近40%，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
水平。”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俞大治说。

地道京味儿、年味儿，离不开炸酱面
中的黄酱，涮羊肉时嚼的几瓣糖蒜，吃饺
子时蘸的一点醋，喝稀粥时就的那一碟
咸菜丝……许多讲究的北京人，慕名而
来的外地人，直奔百年风味老店六必
居。开年以来，北京六必居所有门店销
售额同比增长约38%。

一张照片，纪念团圆，传承记忆。从
小就在大北照相馆照相的宫先生也带着
自己的孩子前来拍照。“家里有这个传统，
也想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开年以来，
大北照相门市日均客流量2643人次，销
售同比增加45%，日均客流量同比增加
37%，客流量最大时要排队3个小时。

2023年开年，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
阶段，一家家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字号企
业也焕发新颜，以其浓厚的传统文化增
添了节庆仪式感，成为消费新亮点。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 1128家、
地方老字号 3277家。其中有 701家中
华老字号创立至今超过100年。

据商务部监测，我国 85%以上的中
华老字号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即便是近
几年受疫情影响，仍有 70%以上的企业
保持盈利；2022年，近 35%的老字号企

业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突破1000万元
的占7成以上。

上海老字号国货“大白兔”成为热销
年货；福州百年老店聚春园通过电商将
美味销往各地；广州老字号数字博物馆
迎来大批消费者打卡购物……全国各
地，线上线下，大批老字号热度攀升，展
现出历久弥新的生机活力。

兔年春节假期，京东平台“老字号”
相关词搜索上升 120% ；去年“618”购
物活动期间，百雀羚等老字号品牌多个
单品在拼多多销量同比增长超 400%；

“双 11”购物节，京东、淘宝等平台多个
老字号品牌成交额大幅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底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战略规
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打造中
国品牌，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
传统文化品牌”。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023年“老字
号嘉年华”启动仪式上的视频致辞中说，
要以此次活动为起点，统筹线上线下、全
年持续推进，以更高品质的商品供给、更
加新颖的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品味老字
号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老字号融入新国潮

走进有着“中国布鞋第一家”之称的
内联升总店，“玉兔迎新”生肖彩绘鞋、

“卯足”国潮男鞋十分吸睛；喝一杯“大
内·宫保”咖啡，再逛一逛非遗博物馆，以
全新方式打开百年老店的传奇故事。

北京民间流传：“头顶马聚源，脚踩
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始创
于1853年、以做千层底朝靴起家的老字
号品牌内联升，如今也在传承与创新中
融入新国潮。

“希望打破年轻人对于内联升人老、
店老、产品老的刻板印象。”内联升鞋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旭说。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老字号的
优势在于“老”，老品牌、老技艺、好信誉、
好口碑。但老字号的不足，一定程度上
也源于“老”，可能存在观念老化、机制老
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的接受
程度不够高，难以满足当前消费升级和
时代发展需要。唯有守正创新发展，才
是老字号的出路所在。

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魂”，借好先进适用技术
的“力”，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巩固“老”的

传统优势，顺应“新”的时代潮流。
引入“90后”海归设计师、推出针对

“95后”“00后”的潮流副线大内联升、与
国际知名潮牌合作联名款、推出潮鞋快
闪店……近年来，内联升主动将目光投
向年轻人，努力探索“从朝靴到潮鞋”的
时尚化转型。

样式再“潮”，也离不开一针一线的
扎实针脚。2008年，“内联升千层底布
鞋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近40种工具，90多道工序，
光是纳鞋底，就要花费一个熟练工人 3
天的时间。”内联升第四代传承人的徒弟
蔡文科师傅说，目前机纳技术还远达不
到人工技艺水平。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
司长李晓松说，正是这些世代相传的传
统技艺、工匠精神和诚信理念，成为老字
号企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历久弥新的
重要因素。

走进位于山东聊城东阿县的东阿阿
胶产业园，工厂车间处处是科技元素，5G
和大数据等技术助力生产工艺及营销模
式持续升级，过去九天九夜的制胶流程
在这里提升了30多倍。预计2022年企
业盈利比上年同期增长73%至84%。

天津达仁堂积极探索科研数字化，
将临床记录“痕迹”转化为大数据，为学
术研究提供支撑；浙江西泠印社联名《三
体》推出多款新奇有趣产品；北京东来顺
通过盒马鲜生渠道销售联名水饺，利用
直播平台“达人探店”拉动销售……

盛秋平说，老字号的创新应当是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对标先
进理念、顺应市场机制的创新，是符合企业
长期规划、取得市场普遍认同的创新。只
有定准群众认同、市场认可的“调子”，才能
找到守正创新的“路子”，实现长期发展。

强化品牌：培育壮大“百年老店”

“很多外国人不会说中文，也能说出
片仔癀三个字。”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纬奇说。

开年以来，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癀
生产车间加班加点，一批批产品陆续销
往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海外多个
国家。仅元月上旬，产品销量就达去年
全年的十分之一。

福建漳州方言把热毒肿痛统称为
“癀”，因一片即可退癀，故名“片仔癀”。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片仔癀已
走过近 500年历史，以其独特的配方和
疗效，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老字号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
引领、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有极大的品牌价值开拓空间。

盛秋平说，从国际上看，重视对老字号
的保护支持是普遍做法，日本仅2022年就
有1300多家企业迎来了“百年生日”，入选
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德国企业中，
有一半发展历史超过百年。中国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有条件、有能力、也有必要培育
壮大一批我们自己的“百年老店”。

推动老字号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
生活、弘扬当代价值——

近日，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联合印发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
理办法》。从历史文化深厚、经营管理规
范、创新发展能力三个方面突出“优中选
优”“动态管理”，设计量化的认定指标，
把真正的好品牌找出来。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
说，要通过加强老字号文物的保护利用、
活态传承，让老字号文物活起来，让人民
群众真正能在原址原境品味中华老字号
的原汁原味。

支持老字号在创新发展中打造更加
硬核的质量品牌——

如今，上海老字号凤凰也在海内外
迎来新飞跃。其生产的锂电助力自行车
远销欧美日发达国家，售价是传统自行
车的十倍乃至数十倍。

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徐力说，2019年以来，凤凰调研发现锂电
助力自行车市场不断增长，于是加大从研
发、生产到销售投入力度，组建高标准锂
电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获得不少专利。

引领老字号以高品质产品提升信誉
度，满足人民更美好生活需要——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近年来，中华
老字号企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也有
个别企业出现质量和品牌下滑现象，甚
至被诟病“倚老卖老”，一定程度折射出
一些老字号企业重营销轻品质、重规模
轻口碑、重短期轻长远等问题。

“老字号好不好，必须由人民说了算。”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说，商务部
将会同多部门多措并举，及时跟踪老字号
企业市场表现，引导规范经营，鼓励创新发
展，帮助更多人民真正喜爱、经过市场检验
的好品牌培育壮大为“百年老店”。

（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 魏弘毅
张昕怡 袁敏 吴剑锋 周蕊）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铸“金字招牌” 创“百年老店”
——2023开年老字号企业新观察

新华社北京 2月 4日电 为进一
步推动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
展，国务院国资委等 13个部门制定了
《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工作方案》。国资委网站日前对外发布
了这一方案。

近年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国有企业在通过资源整合、重
组改制等方式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保
留了部分医疗机构。发展壮大以医疗
健康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形
成与政府办医疗机构等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健康保障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方案所指的国有企业办医疗
机构是指国有独资、全资或国有控股企
业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在加强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的统

筹规划方面，方案明确将国有企业办医
疗机构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
设置规划，纳入分级诊疗和医疗急救体
系，并按照自愿申请、多方评估、协商签
约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办医
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对举办的医疗
卫生机构按照现行体制和相关领域改
革要求落实经费保障责任。同时，方案
提出，要落实政府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政
策。

此外，方案还在提升国有企业办医
疗机构学科建设能力、解决主体资格及
产权归属问题、鼓励国有企业创新办医
模式、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以及健全
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
工作部署。

国资委等 13 个部门发文支持
国企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2月 4日，安徽省蒙城县板桥集镇农民利用马铃薯播种机播种早茬马铃薯（无
人机照片）。立春时节，各地农民抓住节令翻整田地，播种施肥，积极开展春耕生
产，田间地头呈现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

立春时节农事忙

2月 4日，参赛队伍在竞速赛中。当日，吉林省吉林市在江滨公园举办冰上龙
舟公开赛，来自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于此，竞速角逐，喜迎元宵佳节。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冰上龙舟迎元宵

新华社青岛 2 月 4 日电 （记者
王凯 谢希瑶）4日立春之际，全国迎
春消费季——2023“老字号嘉年华”暨

“惠享山东消费年”在山东青岛启动，释
放力促消费暖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打
造中国品牌，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
特色传统文化品牌。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启动仪式
上 通 过 视 频 致 辞 表 示 ，全 面 启 动
2023 年“老字号嘉年华”，就是要以
此次活动为起点，统筹线上线下、全
年持续推进，以更高品质的商品供

给、更加新颖的消费场景，让群众在
品味老字号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介
绍，今年商务部将2023年“老字号嘉年
华”作为全国迎春消费季的重要内容，
将围绕节日消费、掌门人直播、老字号
探店三大主题，统筹谋划 28场全国性
重点活动，指导各地聚焦重要节点，推
出百余场特色活动，为消费者献上一场
线上线下结合、贯穿全年的消费和文化
盛宴。

自 2020年以来，“老字号嘉年华”
已连续举办三届，累计带动相关领域消
费近400亿元。本次活动由商务部、山
东省政府主办，山东省商务厅、青岛市
政府承办。

我国启动2023年“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力促消费

2月 4日，在卓资县一家化工企业聚氯乙烯车间，工作人员驾驶叉车搬运产品。新
春伊始，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化工企业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开足马力赶
订单，加紧运输化工产品，力争“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内蒙古卓资县：化工企业节后生产运输忙

■上接第 1版 前来参与的市民首先
在冰场大厅体验亲手制作灯笼，随后在
教练人员的指导下穿着护具、冰鞋等，
大家一起进行冰上小火车、冰上分队射
门小比拼等游戏。

2月3日，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呼和浩特市体育局主办的“多彩青
城·潮玩新春”2023年呼和浩特东河冰
上嘉年华在东河劳动公园正式开幕。占
地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东河冰场上，市
民可以体验雪圈、雪地摩托、雪地坦克、
冰车、冰球等趣味冰雪运动，首次亮相的

“冰上九曲阵”人气颇高，大人小孩兴高
采烈地上冰转“九曲”，祈愿四季平安。

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副
主任于首淼说：“东河冰场在2022年最
后一天试运营，并在 1月 13日起正式
运营，不仅入场免费，各个冰雪项目都
是最低收费。从正月初三到现在，每天
接待2至3万人次。”

元气满满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启了
健康过节新习俗，时尚新型体育活动为
传统节日注入新鲜元素，成为元宵节一
道独特的风景。

体育元素热闹了元宵佳节

■上接第 1版 积极搭建人才引进和
用工平台，助力企业解决招聘用工难
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企
业登记全生命周期便利化。加强电子
印章、电子营业执照在一网通办中的应
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完善改革事
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拓宽融资渠
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性融资担
保体系建设，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纯
信用的普惠金融产品。持续整治政府
失信行为。对政务失信行为进行投诉
举报。积极推动政府守信践诺。严格
依法依规开展招商引资、政府采购、招
标投标等工作，严格履行各项约定义
务，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

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切实提升涉
企服务质效。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办事指南、服
务流程、服务平台、监督评价等，实现政

务服务线上线下统一、服务标准统一。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
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改革，全面推行

“交房即发证”，拓展“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服务种类，完善线上缴税缴费功
能。进一步加强办税服务大厅标准化
建设，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流程，压缩
增值税留抵退税时间，多措并举提升企
业纳税服务水平。加快推动数据共享
互通。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一证通办、
跨域通办”，持续完善数据资源目录，建
立高效的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优化“跨
省通办”业务模式，探索建立“双随机+
信用监管”模式。全力提升12345热线
服务质量。提高转办效率，压实承办部
门责任，强化反馈回访，切实提升诉求
办理质量，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
核心内容，对盟市、部门工作进行考评，
推动工作水平提升。

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新华社厦门2月4日电 （记者 付
敏）4日傍晚，厦门市湖里区联发华美空
间文创园张灯结彩。两岸庆元宵系列活
动在此启幕，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在丰富
的活动中欢度元宵佳节。

在联发华美空间入口处，两岸同胞
将对兔年的美好期许写在灯笼上，挂上
许愿墙。

“两岸和平，春暖花开，团团圆圆。”厦
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萤焕在灯笼上写上
自己的期许。他表示，在厦门33年，早已
将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将尽
己所能，帮助在厦门的台企更好发展，也
热烈欢迎更多的台胞到厦门创业就业”。

两岸婚姻代表、台青周姿绮也在灯
笼上许下愿望，期望家庭和和美美。活
动现场，她还与丈夫李鹏飞一同演唱了
歌曲《同说新年好》。

“这首歌是今年春节期间，我与100
多位两岸青年、外国朋友，通过网络‘云’
创作的歌曲。”她说，希望通过这首歌，将
自己在大陆过年感受到的快乐传递出去。

主办方厦门联发商置有限公司特意
制作了 200多条灯谜，其中有不少是关
于闽台文化的内容。

“我从小就喜欢猜灯谜。”台青罗鼎
钧告诉记者，“猜灯谜是中华民族独有的
传统民俗活动，启迪智慧的同时又有浓
浓的节日气氛。”

活动现场，主办方携手中国邮政举办
的明信片邮政快闪，积聚了最多人气。参
与者可以自己设计，将自己喜爱的画面定
格在明信片上，并现场打印。明信片不仅
可以寄给在台湾的亲友，也可以慢递，把希
望和梦想送给未来的自己。

台湾青年金于峰将自己的全家福作
为封面，寄给在台湾的姐姐。2014年就
在厦门创业的金于峰说：“我希望两岸之
间的往来更加便捷，有越来越多的台胞
到厦门、到大陆。”

据介绍，本次元宵系列活动包括两
岸夜市、两岸元宵灯谜、传统演出、明信
片邮政快闪、非遗互动体验、萌兔乐园等
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月5日。

两 岸 同 胞 在 厦 门 闹 元 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