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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的警察故事”⑨

沈阳老字号不老林推出“永远年轻”概念 开潮店

用一张糖纸让你记住沈阳

“是那个不老林？”“是那个不老林！”
这是最近很多沈城年轻人见面之后的“接

头暗号”。
作为沈阳的老字号，不老林承载着沈阳几

代人的记忆——过年过节、外地亲属来沈，不老
林一直是当年的“首选伴手礼”。

不老林糖1988年由“北方制糖大师”林瑞丰
创立，凭借优质精细的选料和奇妙甜美的口感

风靡大江南北，创造“南有大白兔，北有不老林”
的神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家老字号的消息
越来越少。

“我们的渠道还是很扎实的，只要想买我们
的糖，肯定能够买得到。只是和很多老字号一
样，比较传统低调；现在年轻人的选择也很多。”
不老林现任董事长刘林表示。

刘林是一名 80 后，2007 年进入公司；2018
年，不老林创立30周年之际，刘林开始执掌不老
林集团；并启动了品牌升级计划。

“我们推出了‘永远年轻’这个概念。不把
自己限制住，要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刘林介
绍，“只做糖，平时很难有常规消费；我们有做糖
的底子，在这个基础上研发甜点、奶茶、冰淇淋
顺理成章；这也是现在年轻人们喜欢的。”

不老林又邀请了黎利设计品牌整合机构创
始人、艺术总监张黎利对不老林进行品牌升级
设计。

张黎利是沈阳本土培养的资深品牌设计
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后留学
韩国。

“让陪伴几代沈阳人成长的不老林跟上互
联网、新消费时代的浪潮，在保留‘血统’和‘基
因’的情况下升级为更‘当代’的产品，成功‘入
圈’更年轻、更时尚和更多元需求的主力消费群
体。”张黎利这样阐述自己的工作。

张黎利沿用了不老林经典的红、白、蓝三
色，还引入了40年前不老林品牌前身——“运动
糖”旋转包装的灵感，设计出红白蓝小旋风条纹
图案。

今年7月，不老林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快闪店
“永远年轻 不老林”。

当年轻人来打卡的时候，发现不老林年轻
了，不老林拥有了国潮风！

开业现场，“能喝的不老林”牛乳茶首次亮
相。奶茶保留了不老林独有的奶浆浓香和花生
碎酥香，同时契合轻糖的新兴需求。

“现在市场对我们非常看好，商场给了我们
流量最好的位置开店；近期沈阳还要布局五六
家主力店，东北其他城市也向我们发出了橄榄
枝。沈阳故宫、罗森等品牌也和我们开发了联
名产品，比如罗森的联名限定产品‘冰皮月亮蛋
糕’反响非常好。下一步还要开发我们自己的
周边产品。”刘林介绍。

“‘用一张糖纸让你记住沈阳！’产品在变、
包装在变，所说的‘糖纸’其实是我们‘永远年
轻’的精神内核，这一点一直没变！”刘林表示。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不老林糖一直是沈阳的老字号、“首选伴手礼”。 资料片不老林奶茶很受年轻人喜欢。

调解能手化解1600万执行难题

帮温泉城项目起死回生
父亲做心脏支架手术

他签字后赶赴抓捕现场

老父亲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他接到同事
的电话：“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他匆匆
签字后直接赶赴抓捕现场。当他准备去医院
接父亲出院时，一个陌生的电话再次打来，他
再次爽约……

他是北塔派出所副所长兼北塔社区民警
郭占军，熟悉他的人都管他叫老郭，老郭在社
区被授予“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成绩突出个人”“辽宁省人民好干部”“辽宁
省优秀社区民警”“辽宁省雷锋式公安民警”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在沈阳市皇姑区北塔社区，提到郭占
军，无论是 70 多岁的老大爷，还是 10 多岁的
学生都知道。8 月 26 日上午，和郭占军谈到
其父亲时，他几度哽咽。2019 年他父亲因病
离世，他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愧疚。

“有一年，父亲来沈阳做心脏支架手术，
我本打算好好陪陪老人，却正赶上所里全力

侦破一起系列盗窃案。手术那天，正是组织
抓捕行动的时候，他刚把父亲送上了手术台
就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所里……”说着说着，
郭占军沉默了。

父亲出院那天，郭占军特意提前请好了
假，要开车接父亲回家，车开到半路却突然接
到一个电话。刚听了几句，心就猛地一沉：社
区的杨阿姨被车撞了已经深度昏迷。杨阿姨
手机上显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在现场我
处理完所有的事直到杨阿姨的儿子从外地赶
来我才去接父亲。此时天已经黑了。

当他满头大汗地推开病房的门，床铺上
却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这时，母亲的
电话来了：“占军啊，我和你爸先回老家了。
知道你忙，就不等你了。有空的时候就回来
看看你爸，我们岁数都大了，以后怕是见一面
少一面了……”郭占军拿着电话的手颤抖着，
两行热泪早已夺眶而出。

郭占军对社区百姓一言九鼎，没有敷衍
过任何人，可是从儿子 4 岁就许下带他去海
洋馆的承诺，直到儿子上小学时都没能兑现。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郭占军到所辖社区走访后与居民们合影。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作为 1997 年就在法院工作的老法官，从
刑庭、民庭到后来的执行工作，新民市人民
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勇是远近闻名的调解

能手。
2014 年，王勇进入执行局工作，“其所在

的三人团队在 2017 年收案 504 件、2018 年收
案 359 件、2019 年收案 528 件，该同志在执行
工作中办案数量多，效果好，平均结案率为
92%”。这些工作成果的取得，出色的调解工
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新民当地，新民市兴隆堡镇温泉城项
目可谓人尽皆知。不过，由于多种原因，在十
多年前开始开发建设的多达几十家开发商参
与的温泉城项目，产生了几百件工程款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的执行案
件，很多项目公司濒临破产。

仅沈阳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被执
行人从2014年至2018年就在新民市人民法院
共有14件案件，标的额达1620万元。

“这家公司共有 6 个股东，法定代表人住
址在西安，我们到住址地去但是根本找不到
人。2015年3月，我们就把公司负责人列入了
失信名单，对其进行限制消费；4 月我们冻结
公司账户时，里面只有几百元钱，也没有其他
存款；5 月份我们查到公司名下还有一辆轿
车，我们查封了车辆的档案，但是这俩车一直
没能找到；然后我们冻结查封了他们项目的
在建工程；到了 9 月末，我们又把公司的股权
冻结了；但是做了这么多工作，因为公司实在
没有钱，只能终结执行。”王勇介绍。

执行工作虽然终结了，王勇却没有放弃。
一直到 2017 年下半年，听闻这个项目有

重启意向，项目公司正在进行引资重组。
“执行终结了，但公司的所有财产都还在

冻结状态，公司重组肯定要进行股权的变更，
我就开始做新老股东的工作。”王勇介绍。

在王勇等执行法官的工作下，公司和诸
多债权人达成了和解，申请人撤回了执行申
请；法院也解除了该公司的一切强制措施，并
解除了对于股权的冻结。

这家公司因此起死回生，项目也开始了
重新运作。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新民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