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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柴米油盐，到琴棋书画，老字号广泛分布
在食品加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20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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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办
法》），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促进品牌消费。

当前我国老字号发展情况如何？《办法》有
哪些新亮点？将从哪些方面推动老字号守正创
新发展？近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相关负责人。

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2万亿元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孕育的
“金字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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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悠久的北京便
宜坊已经走过607年的岁月。全国老字号年营
业收入超过 2万亿元，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
文化引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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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办法》通过“三个突出”，强化示范创建、动
态管理，把老字号的创新活力释放出来。

一是突出“优中选优”，从历史文化深厚、经
营管理规范、创新发展能力突出三个方面，设计
量化的认定指标，把真正的好品牌找出来。

二是突出“示范引领”，特别强调企业的代表
性、带动性，把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三是突出“动态管理”，努力打造一批知名品
牌，树立一批标杆企业，对符合条件的，持续敞开
大门；对出现问题的，及时采取约谈警示等管理
措施，直至退出，推动老字号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将抓紧部署开展新一批中华老字号
认定，对现有中华老字号进行复核，定期开展评
估，实施动态调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
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持续
出实招、出硬招，把“金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

出台更多支持政策。以知识产权、历史网
点、文化遗产为重点，“软硬结合”加大老字号保
护力度；以技艺、文化、人才为重点，“标本兼治”
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

搭建交流促进平台。建设一批老字号协同
创新中心，举办“老字号大讲堂”、掌门人论坛，
集中优势资源破解发展难题，推动老字号产品
服务、生产技艺、营销方式全面创新。

举办专题推广活动。持续办好“老字号嘉

年华”，推动举办老字号博览会，聚焦传统节日，
统筹线上线下，推动老字号走进千家万户、走进
百姓生活。

“有进有出”确保“金字招牌”成色

商务部曾开展过两次中华老字号认定，此
次出台的《办法》有什么新特点？

“老字号好不好，人民满不满意是先决条
件，市场接不接受是主要标尺。”商务部流通发
展司副司长李刚说，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
中华老字号认定，就是要通过建立科学规范、公
开透明的标准制度，把人民真正喜爱、经过市场
检验的好品牌找出来、发展好，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创新发展，满足更多消费
需求。

李刚说，2006 年以来，商务部部署开展了
中华老字号认定工作，分两批认定了1128家中
华老字号，社会反响总体良好。但是随着形势
的变化，认定条件、组织方式、管理体制等需要
进一步完善。为此，商务部在此前基础上，组织
制定了新的《办法》，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

——形成部门联合推动的工作合力。新的
《办法》由多部门联合组织实施，将更好兼顾老
字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性，更有利于对老字
号文化遗产、历史网点、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
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合力。

——将可持续发展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相
比此前要求中华老字号必须创立在 1956年以
前，《办法》调整为品牌创立时间在50年（含）以
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根据企
业发展规律，一般存续周期在20—30年，超过50
年的就可以称得上“长寿”，而且50年的设计也
可以与此前的工作更好衔接。另外一方面，明
确50年的“时限”，而非1956年这个“时点”，充分
体现了动态可持续的工作原则。可以预见，除
了在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这些老品牌，将来还会
有很多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新品牌会成为中华老
字号。

——建立了“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中华老字号的荣誉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
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商务部在继续开
展认定的同时，也建立了动态调整的管理机
制。商务部将持续加强监测跟踪，加大管理力
度，对于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出现违法违规行
为的，将分门别类采取约谈整改、暂停权益直
至移出名录的管理措施，来确保中华老字号

“金字招牌”的成色。

守正创新推动老字号跨界、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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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存在观念老化、机制老
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接受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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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些老字号能够历经沧桑而生生不
息的‘传家法宝’。”盛秋平说，发展老字号必须
巩固好“老”的优势，破解好“老”的难题。对此，
商务部将采取切实措施，推动老字号发挥主体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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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
新发展，拓展更大市场，满足更多需求。

一是建设老字号协同创新中心。把电商、
金融、传媒、高校、智库等优质资源聚起来，为老
字号创新发展赋资、赋能、赋智、赋力。

二是举办“老字号大讲堂”。把专家、学者
和老字号优秀掌门人、传承人等智囊用起来，一
起为老字号发展想法子、找路子、出点子。

三是指导举办老字号文化创意大赛。调
动创意机构、新锐设计师、在校学生等力量，创
作更多符合年轻人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老
字号跨界、出圈。

四是组织开展探店打卡活动。组织知名专
家、网红主播、探店达人等打卡、暗访，既要把好
产品、好场景、好体验传播出去，吸引消费者种
草、带货，也要给老字号做做体检、挑挑毛病，督
促企业整改提高。

老字号的创新，决不能是“自以为是”的创
新，也不能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盲目抢风口的
创新，更不能是与消费者普遍认知大相径庭的所
谓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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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在出台《办法》的基础上，商务部还
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支持举措，汇聚社会
各方力量，进一步提升老字号文化内涵和供给
品质。特别是继续举办“老字号嘉年华”活动，
聚焦老字号品牌优势，统筹线上线下资源，打造

“1+3+N”系列活动，也就是一场启动仪式、三
大主题活动以及百余场特色活动，打造更多新
消费场景，让消费者既能买得好、吃得好、玩得
好，也能体验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五部门联合发文推动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

百年老店擦亮“金字招牌”
人民日报记者 王 珂

新华网太原2月16日电 （王亮）你知
道 电 影《满 江 红》拍 摄 地 是 太 原 古 县 城
吗？你晓得电视剧《县委大院》中频现的
法兰是山西定襄的主导产业吗？你猜得
出来《流浪地球 2》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是山
西阳泉人吗？

在热播影视剧的高流量中，网友看到了
共同的关键词——山西。在网友对这个藏不
住的“宝藏省份”的关注、搜索、评论和热议
中，三晋大地的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和数字经
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从《满江红》取景地 看文旅
复苏暖意浓

春节档电影《满江红》热映，其取景地太
原古县城迎来打卡热潮和客流高峰。

带着孩子游览太原古县城的王先生全
家品尝多地小吃、观古县衙关帝庙、赏风火
流星，有口福、饱眼福、长学识，“即使没来得
及参观《满江红》取景院落，一天下来也收获
满满。”

据太原古县城运营方统计，从 1月 21日
（除夕）到 2 月 6 日，太原古县城共计接待游
客 670536人次，外省游客占 36%。

春节期间，“烟火气”升腾在三晋大地的
城市和乡村，“欢乐中国年·地道山西味”的欢
乐弥漫在古城和大院。

为吸引游客，山西各景区诚意满满、拼劲
十足。

忻州古城的餐馆公示每碗牛肉面重
量，被网友称赞为“旅游界一股清流”，也为
文旅行业复苏带来融融暖意。偏居晋西北
的老牛湾也乘着黄河与长城的大 IP，借着
蒙曼和任志宏的推介，通过新华网的平台
火爆出圈。

元宵节过后，山西文旅市场热度不减。2
月 14日，中国·太原文化旅游推介招商大会
举行，太原市推出各级各类招商政策、旅游景
区门票政策、大宗旅游奖励政策，并成功签约
67个文旅产业项目。

从《县委大院》频现的法兰 观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

2022 年年末，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
《县委大院》出现了原平、岚县、迎泽公园等诸
多山西元素，尤其是频现的法兰让“懂行”的
网友认定，剧中的光明县与山西省定襄县必
有渊源。

位于五台山脚下的定襄县人口不到 20
万，以法兰为主的锻造行业从业人员达 4万
多，全县法兰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30%。2022
年，“定襄法兰”入选山西省首批十大省级重
点专业镇。

“起步即冲刺，实干开新局。”春节后，忻
州市委书记朱晓东调研时称，把专业镇建设

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摆在
转型发展突出位置。

转型，是煤炭大省山西的高频词。新
时代，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
济 转 型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 的 重 大 任
务。2023 年 1 月召开的山西两会明确提
出，到 2030 年基本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任
务，到 2035 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在春节后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山西
省委书记蓝佛安表示，增强“开年就开跑”的
使命感，拿出“起步即冲刺”的精气神；坚定不
移推动转型发展，持续抓好传统产业升级和
新兴产业壮大。

据了解，“山西定襄法兰专业镇高质
量发展大会”2 月 18 日将在北京举办，定
襄将与中国锻压协会、中国物流学会、清
华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等 20 多家商协会、
专业科研机构、链条企业进行签约，再奏
转型强音。

从《流浪地球》起源处 赴数字
经济的星辰大海

春节前，影片《流浪地球 2》主创团队向
山西和阳泉父老乡亲送来新年祝福。导演郭
帆介绍称，《流浪地球》的作者刘慈欣是山西
阳泉人，两部同名电影由刘慈欣监制。

山西省阳泉市既有孕育科幻的土壤，也
依托数字经济向着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迈进。

“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实现商业化测试
运营、“智车之城”已成亮丽的名片、百度云计
算二期全面投运……有网友评论，春秋时期
程婴可藏赵氏孤儿于阳泉藏山，但《流浪地
球》的故土可是“藏不住了”。

2月 13日，阳泉市委书记雷健坤在调研
时称，要抓好“城市大脑”等项目建设，打造可
看可学的“数智双碳”示范区，迈好数智新城
建设第一步。

2022年，山西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00亿
元。5G基站在黄土高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
太行山、吕梁山里的数据中心积极融入“东数
西算”，煤炭等能源产业拥抱 5G、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城
市等惠及三晋百姓……

据悉，山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黑黝黝的矿井被科技
赋予新的活力。目前山西已建成 37座智能
化煤矿、993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推动云计
算、5G和物联网技术与煤炭智能绿色开采加
快融合。

2022年年中，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落
户太原。太原市晋源区将以此为牵引，在智
慧矿山和能源低碳数字化领域构建全产业链
研发与生产基地，让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一张“金名片”。

从三部热播影视剧看
藏不住的“宝藏山西”

（上接第1版）
“基于5G+智能制造，产品直径从5米提升

到10米。”公司信息部部长刘晓涛说，数智赋能
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人均产值比过去
提升近25%。

集群发展强链条

一些受访的专业镇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
经过数十年市场磨砺，“低垂的果子”早已摘

完，在新的起点上，只有聚沙成堆、集群发展，
聚焦产业补链、延链、升链、建链，才能继续闯
关过坎。

为推动专业镇高质量发展，山西在人才
保障、科研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用能
和环境容量需求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
策。不久前，省级财政 2023 年预算安排的 5
亿元资金已按每个县 5000 万元的标准拨付
下去，用于培育发展主导产业。

在杏花村汾酒专业镇，汾阳市瞄准 500亿
级产业目标，围绕白酒配套产业，涵盖酒的原料
种植、包装配套、数智赋能、废物利用、文旅融合
等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实施白酒产能提升、酒类
品牌创建等十大行动，衍生出多元发展链条。

一镇带一方，一方促全盘。在滚滚大潮中
逐浪而行的产业名镇，正在成为山西转型发展
的新引擎。

新华社太原2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