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3 年 4 月 3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经 济

广州如何守稳老字号讲好新故事广州如何守稳老字号讲好新故事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千年商都，魅力羊城。作
为我国自古以来重要的商贸中
心，广东广州市内老字号星罗
棋布、熠熠生辉。公开信息显
示，广州目前有152家老字号
企业，83家为市属国企，26家
为百年老字号，其中陈李济、致
美斋的历史均超过400年。为
何广州能培养形成一大批消费
者耳熟能详且十分喜爱的老字
号品牌？中国城市报记者借
2023年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研
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举办之
机，走访广州探寻老字号品牌
背后的故事，了解其发展情况
及未来方向。

文化赋魂
擦亮金字招牌

3月底的广州阴雨连绵、湿
冷持续，但不少老字号品牌门
店内外依然人头攒动。“我每天
都来这里买牛奶，全家人已经
喝了很多年。”在越秀区盘福路
口一家风行牛奶店门口，张阿
婆颤颤悠悠地从店主手中接
过牛奶，转身准备前往不远处
的广州酒家“利口福”门店买些
糕点。

对于长期居住广州的人来
说，老字号的概念或许不一定
清晰，但提到风行牛奶、利口福
糕点、皇上皇腊味、王老吉饮
品、致美斋调料、莲香楼月饼、
珠江钢琴、红棉吉他等，很多人
会笑道：“很熟悉呀，我们家楼
下就有一些品牌门店。”

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广州
多区发现，街巷社区和百货商
超里都不乏老字号商品的影
子，老字号店铺俨然成为广州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文化缩影。

“品牌之所以能深入人心，
并不只是靠广告，那些多年在
消费者家门口营业的店铺，就
像一位陪伴长大的老朋友，早

已扎根于他们心中。”在皇上皇
下九店，店员如是谈道，“美食
类老字号商品不仅仅蕴含着企
业自身文化，更因其特色明
显、购买便利、口味经典等因
素，成为消费者美好回忆的生
动载体。”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
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在研
讨会上表示：“一批批老字号品
牌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越做
越大，其根本就是重视文化属
性。王老吉和加多宝曾就品牌
归属展开激烈商业竞争，在我
看来，加多宝最后的失败与更
名有一定关系。我们老广州人
喝了一辈子王老吉，改名成加
多宝肯定难以认同。这说明文
化底蕴和文化认同感非常重
要，它们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对于遍布广州社区街道的
老字号品牌，黄升民表示这是
产品对城市时间、空间的嵌入，
是企业与城市共同成长所塑造
出来的文化属性。比如广药集
团，其旗下12个“中华老字号”
品牌的历史痕迹遍布整个广
州。尤其是当中的陈李济，自
公元1600年设店以来，就与广
州城密不可分。所以品牌既是
企业发展的基石，更是城市文
化的映射。

对于有一定年龄和经历的
广州人来说，老字号的文化属
性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如今
已经被很好地放大，但其中吸
引年轻群体的元素不足。老字
号品牌该如何进一步走向年轻
化，获得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喜
爱？同样作为老字号企业的广
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给出了
他们的计划。

“我们将以‘一日一主题’
的思路构建新旅游路线。”广之
旅业务总监陈晖介绍说，“比如
在‘时光列车’主题线路里，年
轻游客可以从探寻‘五羊传说’
开始，进而参观广州电车博物

馆、广印票品文化体验馆，去老
街感受古建筑之美。这些经历
能让年轻一代了解爷爷奶奶当
年的生活与潮流。”

围绕老字号的文化创新与
融合，一些基于互联网的数字
IP、元宇宙技术等也被老字号
企业搬上台面。对此，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Z
世代”群体重视时尚与传统结
合、网络与实体对接，一些老字
号做直播便是对其的呼应，而
这些与时俱进的举措正推动老
字号焕发新魅力。

政策引领
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广州国资国企按
照“保持定力、产文并重、试点
先行、务实推动”的思路和原
则，在老字号相关政策引领、制
定实施“一品牌一方案”、分层
分类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及创
新突破等方面发力探索，全力
推动老字号品牌及企业焕新发
展、提质升级。

“十四五”期间，广州市国
资委先后出台《广州市支持中
医药中华老字号品牌振兴实施
方案》《关于振兴市属国有企业
老字号的若干措施》，提出总体
思路、基本目标和一系列振兴
措施。

目前，广州已建立国资收
益后补助激励扶持机制，明确
2021—2025 年，每年从国资
收益中安排不超过5000万元
老字号专项扶持资金。在强
化资金支持方面，广州国资委
还推动设立老字号振兴基金，
首期规模4.04亿元，基金首投
已落地。

据《2022广州国企老字号
白皮书》显示，83家市属国企
各级老字号中，餐饮食品类占
29%，加工制造类占28%，医药
类占22%，三者合计占老字号
总数约八成。在政策引领下，

2022年，广州市属国企各级老
字号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6.4
亿元、利润总额42.2亿元。

未来，广州关于政府促进
老字号向远而行的思路越发清
晰明朗。研讨会上，广州市国
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崔彦伦
表示：“我们将进一步从体制机
制改革、经营方式转变、文化传
承创新、品牌建设推广等多角
度探寻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路径，进一步打破固有格局，
转变经营理念，加快与互联网
融合，借助平台资源，贴近年轻
消费者，把老字号发扬光大，使
品牌重焕生机。”

振兴发展
依然任重道远

广州老字号发展未来可
期。但一些业内人士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纵
观全局，现如今老字号发展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普遍性问
题。例如：老字号的权属由于
历史久远大多不清楚，而其产
品、技艺也相对简单，容易被仿
冒，知识产权保护难度较大；一
些传统工艺受资源、原料和人
手等条件限制，难以形成产业
化、规模化、商业化而选择走

“小而精”的发展之路，却又易
受经济效益不高的制约；大多
老字号建筑在老城区，存在产
权归属不清晰、升级改造制约
多、功能配套跟不上等问题；老
字号传统工艺十分讲究，很多
年轻人不愿意接班，传承技术
难以延续……

对此，迈迪品牌咨询总经
理尚晓鸣从宏观层面分析，认
为老字号企业发展的核心在
于回归品牌本质和重塑业务
战略。

尚晓鸣解释，回归品牌本
质就是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当
企业看到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少
的时候，就意味着老字号只剩

下了名字。所以企业应回归品
牌逻辑，俯下身去主动接近消
费者，了解他们的需求、获得他
们的认同，这样才能真正唤醒
品牌，从而为品牌升级打下基
础。重塑业务战略则需要企业
在运营上有科学的发展观和方
法论。一个老品牌的沉淀，不
是企业家靠拍脑袋决策出来
的，而是需要清晰的价值主张、
营销思路和传播渠道，并根据
市场的变化不断构建更为完善
的管理体系。

尚晓鸣还建议，老字号的
群体庞大复杂且发展阶段历史
悠久。虽然每个企业遇到的挑
战和困难不一样，但从群体振
兴的角度看，仍需要树立一些
标杆。

此外，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发布的《老字号创新发展趋
势洞察报告》称，在实际创新过
程中，老字号企业应借助市场
调研、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把
握消费趋势、洞悉消费需求，有
针对性地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创
新与升级。数字化发展是老字
号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老字号企业可以着眼于自身特
色以及对应消费人群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匹配合适的新技术
来充分改善消费者的体验与观
感，以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转
型。同时，在品牌形象的整体
塑造上，老字号企业应有所作
为，在抓住新机遇的同时也能
守稳老阵地，做到“倚老卖新”

“以新扶老”。

甘肃省嘉峪关市：
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
光伏组件工厂再添动能

本报讯 （记者郑新钰）3
月31日，远鹏集团嘉峪关市高
端电力智能装备制造5GW光
伏组件智慧工厂一期产品下线
暨二期开工仪式举行。

甘肃省嘉峪关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凯在仪式上表示，作
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嘉峪关产
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富集、风
光电资源丰富，发展新能源产
业得天独厚、前景广阔。近年
来，该市围绕打造甘肃省重要
的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统筹发展光伏及新材料、装
备制造、现代绿色高载能等配
套产业，加速转换放大新能源
优势。

据悉，上述工厂一期项目
于2022年6月23日开工建设，
今年3月30日一期产品投产下
线、二期项目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达产，届时将年产高效
光伏组件3GW—5GW，实现产
值约90亿元，完成税收约2.7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人。

高端食品、冰淇淋冷食
主题展会亮相北京

近日，2023北京全球高端食

品展览会、中国冰淇淋冷食展览

会暨北京运动健康展览会在北

京展出，为期两天的展览吸引近

300家企业携数千款新品亮相。

现场人头攒动，众多业内外人士

涌向各个展位打卡、咨询。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