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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老
字号，曾经为地方的
商业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然而时代变迁、需求演
进，也意味着老字号需要顺势
而为，做出调整改变。

老字号功在继承、胜在创
新，只有打造出个性化、差异
化的文化和产品，让“老树”真
正长出“新枝”，才能让自身品
牌立得住、叫得响。

不过，创新之路绝非朝夕
之功、一路坦途。

老字号“老当益壮”的难
点在哪里？

老字号除了诚信、历史悠
久之外，还有什么能对今天的
顾客产生吸引力？

新时代背景下，辽宁老字
号如何捕捉发展机遇，焕发蓬
勃生机，创造更多社会、经济
和文化价值？

我们看到，面对机遇和挑
战，在我省，一些老字号自强
不息，在营销手段、体制机制、
技术革新等方面苦练“内功”，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通过自我
革新闯出一条腾飞之路。这，
或许会给其他老字号提供一
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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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雪糕，成了江浙沪“包邮
区”新晋的“东北网红”。

今年的“双 11”，这个“网红”在
天猫商城同品类营业额中的占比超
过 50%。它叫“中街 1946”，是沈阳
中街冰点城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明
星产品。

火爆不止于线上。在线下的
“中街 1946”门店，贴近年轻人审美
取向的“高颜值”店内设计，让不少
消费者拍照分享到社交平台，并称
其为“打卡胜地”。

2015 年年底至今，这个发端于
沈阳的冰淇淋品牌，在上海、杭州、
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了40余家实
体店。

向时尚化、年轻化方面发力，努
力适应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得新的利
润空间，72岁的老字号企业沈阳中街
冰点城换了新姿态来应对市场。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字号企业
都像沈阳中街冰点城一样迸发出新
能量。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我省，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老字号
企业只占约 30%，多数经营情况欠
佳，一些老字号企业甚至空有品牌，
已无产品上市。

新时代背景下，老字号如何走
好振兴之路？

创新，是受访的诸多老字号企
业都在强调的关键问题。

“商海淘沙，老字号几经沉浮，
有的能在困境中枯木逢春，除了世
代传承的精湛技艺和服务理念，靠
的就是不间断的创新。”辽宁省老字
号协会秘书长崔守军慨叹。

沧桑四十载，辽宁老字号创新
求变的一幕幕，真实演绎了改革开
放的生动历程和发展启示。

技术创新对老字号而言，具有生死
存亡的意义。

“既然是企业，就要分析消费者心
理。求新求异求变是消费者的需求，老
字号如果一味‘啃老’，没有技术上的创
新，如何赢得市场，又何谈重铸辉煌？”李
玉昆之问引人深思。

采访中，众多业内人士表达出趋同
的观点：老字号理应在维护原有技术的
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工艺水平，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研发、
推出新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品牌优势
和知名度。

在盘锦辽东湾新区二界沟，船是当
地的“图腾”。

在钢船普及的今天，二界沟的渔民
仍是木船的执着使用者。在当地，这种
木船被称为“排船”。

排船既是船，也是手艺，是以手工方
式制造大型木质船舶的传统技艺。因造
船时，构件整齐地排列，极具视觉冲击
力，故称为“排船”。

张兴华是二界沟数百年排船制作技
艺的代表性传承人，30 多年来一直传
承、发展这门技艺。

近年来，在传统木船面临发展困境
的背景下，要延续木船生产维护成本低、
抗腐蚀能力强等优势，就必须利用新科
技，不断改进技术，维护品牌知名度。

多年的实践观察中，张兴华发现，木
船行驶时间长了，船的水密隔舱板容易
漏水。

按照旧的技术手段，主要是用桐油
混合石灰堵塞船底缝隙防止漏水。经过
不断研究、反复试验，张兴华改良了填充
物的成分，加入了麻丝以提高填缝剂的
强度和稳定性。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被
业内广泛推广，更多的人知道了张兴华
的远航船厂。

“有足够的技术支撑、足够的创新因
子，老字号才有足够的底蕴‘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眼下，张兴华正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企业洽谈合作，上百艘排船
未来将向南太平洋挺进。

在我省的老字号企业中，医药类是
一大类。

走进鞍山，翻开海城市正骨医院的
发展史，我们读出了一家拥有百年历史
的医药世家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
魄力。

从单纯性骨折的治疗到多发性骨折
的治疗，从闭合性骨折的治疗到开放性
骨折的治疗，从传统的手法复位小夹板
固定到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创伤……经
过百余年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海城
市正骨医院靠的正是技术创新和手法扎
实，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海城市正骨医院院长苏纪权称，为
了鼓励技术创新，医院每年划拨专项经
费支持员工们发表学术论文、进行科研
立项等，推进新技术、新项目发展。

“质量是医院发展的基础，创新是我
们发展的根本。”苏纪权说。

省商务厅零售业服务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潮中的
老字号，想要生存发展并不容易，必须多
琢磨创新供给，把供给的质量提上来，这
其中，技术当为抓手。

辽河口，码头旁，一艘艘古排船正静
静地停靠在那里，船体上刻着一道道时
代履痕。

每个老字号企业身后，都有一段段
栉风沐雨、发人深省的过往，都有令人认
可和钦佩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是不断革故鼎新
的品牌结晶，更需要依靠创新保持自己
的新鲜度和竞争力。

一批辽宁老字号正待崛起。

升级新技术
磨技艺强研发重塑老字号

注入新理念，建立新机制，升级新技术，老字号——

价值在“老”出路在“新”
本报记者 董翰博 李 越

一块产于抚顺的琥珀卖到了
波兰。

这个冬天，始建于 1906 年的
中国第一家煤精、琥珀雕刻作坊抚
顺“双和兴”踏上了欧洲之旅。

“我们正在与一家国际顶尖的
营销公司洽谈合作，研究欧洲人的
消费习惯，以国际先进理念重新包
装产品，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琥
珀鉴赏大师、“双和兴”现任掌门范
勇告诉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任何想要塑造强势老字号品牌
的企业，都必须实现品牌经营的国
际化。

与此同时，巴黎时装周的舞台
上，历经123年淬炼的萃华金店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工艺
惊艳亮相。

越来越多的辽宁老字号开始
国际化探索，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思
考逻辑：在已经深受国际品牌影响
的消费文化环境之中，如何重新发
现自己的价值，塑造本土乃至世界
的未来消费潮流。

老字号，价值在“老”。
老，是资历，会成为荣耀；老，

也意味着陈旧，若裹足不前，则会
成为负担。

崔守军归纳了老字号的“四大
包袱”：一是经营方式落后，部分老
字号囿于自己的“老手艺”“老味
道”“老功夫”，却不符合现代消费
者的需求；二是缺乏营销包装手
段，讲不好老字号的新故事；三是
制度落后，掌门人不愿请职业经理
人或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
四是对传承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很
多年轻人不愿接班。

“四大包袱”的根本，在于理念
陈旧。

“老字号改变之要，首在变革
经营理念。”采访中，这是诸多老字
号企业掌门人及业内专家的共识。

一些老字号在市场营销上率
先做出了探索。

如今，在短视频分享平台“抖
音”上，119 岁的“沟帮子熏鸡”已
经有了1.4万粉丝。一条制作熏鸡
的十几秒短视频，引来 39 万余次

浏览量。
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媒体

传播，“沟帮子熏鸡”的影响力正在
迅速扩大。

辽宁沟帮子熏鸡集团公司行
政副总经理吉学峰介绍，他们的新
媒体事业部刚刚组建完毕。如何
在新媒体语境下，将老字号产品背
后的美食故事、人文传说、历史溯
源方面的宝藏开掘出来，讲好品牌
故事，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

“如今消费者的身份早已发生
了变化，他们更重视体验，而不仅
仅是产品本身。讲究产品颜值，讲
究参与互动，讲究社交属性。”吉学
峰认为，老字号企业并不存在被时
代抛弃一说。与其说是新一代抛
弃老字号，不如说是老字号忽略了
新一代的隐性需求。

在范勇看来，老字号只有不服
“老”和不啃“老”，运用互联网传播
等新手段，不断用新创意、新产品、
新模式留住消费者，才能获取市场
持久的关注和持续的购买力。

如果说市场营销手段是理念
创新的“外表”，那么产品创新就是
其扎实的“内涵”。

产品的创新与研发是沈阳中
街冰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的重要法宝之一。

目前，中街冰点已经形成了国
内外专家共同参与、公司研发人员
分工协作的研发格局。公司专门
配备了研发团队，针对现有产品体
系不断更新换代。

“面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中
街冰点每年都会做翔实的市场调
查，并依据调查结果研发出新产
品。”沈阳中街冰点城食品有限公
司市场部部长王智介绍。截至目
前，中街冰点已经拥有包含冰淇
淋、速冻食品、西点等在内的多条
产品线，涉及产品上百种。

“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
‘新’。”省商务厅零售业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善用新思维激
活老字号的商业基因，巧用市场力
量壮大老字号的发展实力，才是

“老字号”凤凰涅槃的良策。

注入新理念
亮品牌重营销扩大影响力

沈阳市老字号协会副秘书长王
若宇调研了一圈，发现市场化程度
不高、体制机制不活，是很多老字号
的通病。“一些老字号还是手工小作
坊，根本谈不上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局限性很大。”

这“病”似“桎梏”“藩篱”，制约
着老字号。

要想从根本上振兴老字号，就
必须打破桎梏，冲破藩篱。

“这就需要老字号打通企业和
市场完全对接的障碍，建立充满内
在活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真正确
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
活力、竞争力和发展的引领力。”省
商务厅零售业服务处相关负责人深
有感触地说。

在我省，一批老字号正在盘活
家底儿，拥抱市场，新的体制机制正
在建立。

1895 年诞生的萃华金店，通过
企业转制，让企业航船在云谲波诡
的市场大海中劈波斩浪。

回望来路，萃华金店转制之途
坎坎坷坷。

经历100多年风雨的萃华金店
在遇到市场经济之初，也曾感不
适。相对落后的观念、体制，使这个
本土品牌停滞不前。一度，该店的
市场占有率从以前的70%一下子跌
到20%，改革迫在眉睫。

“企业不转制只能勉强维持，只
有转制才能让‘萃华’这一老字号焕
发生机，蓬勃发展。”提及企业转制，
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李玉昆感慨万千。

李玉昆告诉记者，他 18 岁入
厂，从技术工人做起，一路见证了萃
华金店从集体企业到转制再到上市
的发展全过程。

转型苦，转制痛，可不转就闯不
出一条新生路。

“如梦初醒。”李玉昆如此形容
当年企业决定转制时的感受。

2004 年，萃华金店实行转制，

由深圳一家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
注资授让萃华部分股权。萃华企业
体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重组为
股份制企业。

这次转制为萃华注入了新鲜血
液，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
理机制，使得萃华再度进入高速发
展的轨道。2014年，萃华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敲响上市宝钟，A 股首发
成功。

2018 年 12 月 10 日，萃华以每
股17.58元的价格收盘，当天总市值
超过26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撰文
称，审视老字号企业，至今未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者甚多，老字号企业应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现代企
业制度改革，引入资本投资等专业
资源，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活老字
号的活力和生命力。

人才，对于老字号企业来说，是
本“难念的经”。

如何强化老字号人才常态化培
养机制，推动企业与高校等开展多
种形式的合作，建立多层次、多元化
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众多老字号思
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沈阳，1929 年成立的辽菜名
店鹿鸣春正在力图重现当年“厨师
的黄埔、冠军的摇篮”的盛况。

沈阳鹿鸣春走了一条校企合作
的路线：与沈阳外事服务学校开展
合作，按企业需要培养顶尖辽菜厨
师人才和餐饮服务人员，同时给予
其薪酬待遇保障。沈阳鹿鸣春董事
长张春海说，老字号企业关键在人，
如何拴心留人，在于培养开发、在于
激励评价。

“改造升级老字号，触及深处，
便涉及体制机制。”崔守军说，未来
也希望更多辽宁老字号企业能及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及时
根据市场调整策略，利用现代化的
管理、人才、知识产权机制，让品牌
越走越远。

建立新机制
破桎梏拆藩篱闯出新生路

“沟帮子熏鸡”的新产品受欢迎。本报记者 李 越 摄

辽报制图 董昌秋

本文图示内容摘自省商务厅等14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老字号改
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动老字号传承与创新

支持老字号文化创新

鼓励和支持老字号企业及相关单位
收集、整理、保管、展示老字号史料
开展对技艺、理念、经营管理、文化等特色的研究
深入挖掘商业文化内涵

支持老字号技艺创新

鼓励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到学校兼职任教、授徒传艺
鼓励老字号通过建立博物馆等方式实现活态保护与传承
鼓励老字号导入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模式
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创新传统工艺

支持老字号经营管理模式创新

鼓励老字号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鼓励各地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积极与老字号企业联系
为老字号企业参加专场招聘和网络招聘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促进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老字号就业

老字号调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