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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鲤年糕、黑蒜冰淇淋、中药膳

食……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华老字号紧

跟消费趋势变化，发掘自身文化潜力，

供给个性化、年轻态的产品，受到欢迎。

老字号何以常青？作为传统工商

业的优秀代表，老字号在与生活共融、

与市场共舞、与时代共振中，逐渐成为

工艺精湛、制造精良、服务优质的代名

词。从名动淮扬的谢馥春香粉铺到香

飘津门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从不敢

省人工、减物力的同仁堂到做精“足”

上功夫的内联升，老字号皆以其独到

的工艺、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

口碑。

有人说，一家老字号的历史是一

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老字号不仅

是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更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记

忆。老牌匾、旧店址、老物件……每

每看到这些，好似在听一段无声的历

史，总能唤醒内心深处的回忆。老字

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也搭

建起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然而，由于观念老化、创新能力不

足，部分老字号难以满足当前消费升

级和时代发展的需要。2023 年，商务

部 等 5 部 门 对 中 华 老 字 号 进 行 了 复

核，将长期经营不善甚至已经破产、注

销、倒闭，或者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所

有权、使用权的 55 个品牌，移出中华

老字号名录。这是一个提醒：老字号

须探新路，跟上时代发展。

对于老字号而言，保持旺盛生命力

离不开守正创新。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原

址原貌保护、推动传统技艺传承等方式，

保留老字号的“老”味道，让老字号的金

字招牌不褪色；另一方面，要跟上新消费

理念，顺应市场机制，营造新场景，持续

提升文化承载力和市场竞争力，发挥好

老字号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等方面的作用。

老字号记载着一段段厚重故事，

也 在 时 代 发 展 中 续 写 着 创 新 篇 章 。

期待更多老字号探新路，传承不辍，

历久弥新，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擦亮

金字招牌。

老字号何以常青
吴 凯

老字号记载着一段
段厚重故事，也在时代
发展中续写着创新篇章

■新语R

本报济南 3月 28日电 （记者侯

琳良）27 日，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大

学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

据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师资交流、科学文化研究等领域

开展深入合作，探索建立学分互认机

制，推动资源共享。

山 东 大 学 是 教 育 部 直 属 高 校 ，

山 东 师 范 大学是教育部与山东省政

府共建高校。双方将围绕国家发展战

略、瞄准地方发展趋势，就共同关注的

领域联合申 报 、联 手 共 建 国 家 级 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重 大 科 研 平 台 或

项目。

山东两所大学探索共建科研平台

本报天津 3月 28日电 （记者龚

相娟）28 日，由天津市旅游集团主办

的“运河向津来”——第七届天津海河

文化旅游节开幕。文化旅游节将持续

至 4 月 30 日。

开幕式围绕“海河边赏靓景”巡游

活动，由巡演船队与沿途码头、桥梁、堤

岸等点位的表演联动，船上游客与两岸

市民共赏海河美景、精彩演艺。巡演船

队自海河津湾码头出发，沿途经过风格

迥异的 7座桥梁、5座码头。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海河观光带为

主轴，将游览参观与步入式赏景、沉浸

式体验、文创演艺等相结合，推出“万

樯集潮”运河主题展、燕园打香篆、海

棠音乐节等 30 个文旅休闲消费体验

新场景。为方便游客出行，文化旅游

节期间，天津交通集团新设旅游专线，

天津公交集团也推出乘公交打卡海棠

花节活动。

第七届天津海河文化旅游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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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赋能乡村R

一处栖于旧工厂的艺术聚落，为搬

迁挪地，该何去何从？一个风景秀美的

偏远山村，文化资源匮乏，该如何发展？

江口村“零 799 艺术区”的实践，给

出了一种探索。

采访中，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杨文群

讲起村子曾经交通不便，出村得走几里

地，再过河，后搭车。为此，他带着村民

种荷花、养龙虾，“把村子打扮得美美

的”，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艺术区

“搬家”时沿河选址，就选中了江口村。

乡村发展，要挖掘自身禀赋。在记

者采访过的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的案例

中，要么是村子本身文化遗产丰厚，在保

留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挖掘，要

么是村庄的基础设施健全、人居环境良

好——如此，吸引了文化产业入驻。

文化赋能，需要“贴地生长”。艺

术家张佰桥和村民陈云发的互动便是

生动写照。张佰桥说，来到江口村后，

对村庄的认识、与村民的交往，成为他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陈云发则在农

闲时拿起画笔，吃上文旅饭，开启新生

活。扎根乡土的文化产业才能焕发勃

勃生机，乡村发展需要更多热爱这片

土地的人。

还要看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发

展过程中要注重加强引导、统筹规划，

避免千篇一律。唯有如此，方能促进文

化与乡村的和谐共生、双向奔赴。

文化赋能，需要“贴地生长”

■记者手记R

春 风 徐 徐 ，远 山 披 上 绿 意 。“ 咚 咚

咚 ！”一 阵 急 促 的 敲 门 声 叫 醒 了 陈 云

发。张佰桥站在门口：“老陈，走！上山

写生去！”

陈云发今年 65 岁，是江西省萍乡市

湘东区江口村的农民，张佰桥是湘东区

美术协会主席。自从“零 799 艺术区”来

到村里，他俩就成了好朋友，陈云发也一

步步圆了他的“画家梦”。

“0799”是萍乡市的电话区号。几年

前，萍乡市安源区的一处旧工厂里开有

18 个艺术工作室，聚集了张佰桥等一批

艺术家，形成了名为“零 799 艺术区”的

艺术聚落。艺术家们在此创作，筹建美

术馆、举办公益展览。后来，旧工厂面临

搬迁，18 个艺术工作室怎么办？风景秀

美的江口村，进入艺术家们的视野。

沿着萍水河驱车在省道上，青山掩

映 ，流 水 潺 潺 ，江 口 村 便 坐 落 在 河 岸

边。江口村是一个建制村，有 10 个自然

村 1700 余人。“曾经，河里一股煤油味，

省道通车前，出村都靠摆渡船，建起江

口大桥前，出村要绕好长一段路。”陈云

发回忆。后来，建了桥，通了车，修了进

村路，整治了河岸，江口村越来越秀美。

就这样，在一座小山坡上，100多天，

“长”出 20余栋白房子和名为“白空间”的

湘东区美术馆。2020年 10月，30多名艺

术家搬进江口村，小山村变身“艺术村”。

“白色，意味着包容。任何色彩在

白色背景的映衬下都会显得很突出，我

们希望更好地呈现艺术之美。”张佰桥

说。随着艺术家来到村子，也带来更多

关于“美”的展陈。

一手托着调色盘，一手举着画笔，眼

前一个画架，陈云发常常沉浸在自己的

创作中。过去，陈云发以种田和做泥瓦

工为生。艺术区建设期间，陈云发家中

的几间房子被张佰桥租来存放画具。艺

术家们创作时，陈云发也在旁边看。后

来，张佰桥送给陈云发一套画具，“感兴

趣，就跟着学！”

河边、田间、山上，艺术家去写生，

陈云发也跟着去。美术馆建成后，每年

定期面向公众开设免费培训课程，陈云

发总是积极参加。艺术家们还常常到

湘东区各乡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面向乡村教师的“艺术大讲堂”。

渐渐地，陈云发从“陈师傅”变成了

“陈老师”。第一年，他只是简单地模

仿，把看到的景象直接用色块“搬”到画

板上；第二年，他的画板上，有了更多样

的调色、更细腻的笔触；第三年，他有了

自己的绘画创意和表达，用张佰桥的话

说，“已经有向主观创作过渡的趋势”。

3 年 来 ，陈 云 发 已 经 卖 出 50 多 幅

画，还有 8 幅作品入选美术馆的展览，2
幅被收藏。改变同样发生在张佰桥身

上，过去 3 年，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和乡村

有关，“越来越喜欢待在村子里，和大半

村民都相识”。

乡村给艺术家们以丰富灵感，艺术

也给村庄带来了人气。

2022 年，江口村依托现有资源，修

建完善了鸬鹚烟雨艺术景区、研学中心

等文化空间。此外，江口村还搞起了全

域旅游，成立强村富民公司，发展农旅研

学，让山水艺术嵌入文旅产业。

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杨文群介绍，几

名村民在艺术家们的培训下成为扎染、

版画、陶艺等方面的研学老师，在家门

口就能就业。短短两三年，江口村集体

经济收入从不到 10 万元增至 2023 年的

107 万元，农文旅产业带动 400 余名村

民就业增收。

眼下，萍乡市第四届零 799 艺术作

品展正在“白空间”举办，吸引不少人前

来参观。“画展里有我的 3 幅作品。参展

作 品 都 有 门 槛 和 标 准 ，我 画 得 还 不 够

好，要继续画嘞！”陈云发笑着说。

图①：“零 799 艺术区”俯瞰。

图②：陈云发在绘画。

图③：江口村廊桥景观。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王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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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3月 28日电 （记

者陈沸宇、翟钦奇）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内蒙古 80 家 A
级旅游景区将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免首道门票。同时，《2024 年

招徕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外游客奖励办

法》将于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 次 免 首 道 门 票 的 景 区 分 布 在

12 个盟市，其中包括内蒙古敕勒川草

原文化旅游区、额尔古纳市室韦魅力

名镇景区、阿尔山旅游度假区、九城宫

旅游度假区等。据介绍，首道门票即

进入景区所需的门票，不包括景区内

的单独收费项目等。

内蒙古 80家 A级旅游景区将免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