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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指导学生如何使用灭火器灭火 朱子辰 摄

问暖今冬

审计局家属楼小区居民反映暖气不热
京热工作人员：换热站和管道循环都正常运行，可尝试清洗滤网、放气，加快家里暖气管道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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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技能防火患 防微杜渐保平安

集宁区兴工路小学举行消防演练 筑牢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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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内蒙古艺术类统考时间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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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郑岩

老字号当与时俱进，岂能“倚老卖老”

日前，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公布中华
老字号复核结果的通知》，将包括北京雪花、天
津稻香村、重庆冠生园等在内的55个长期经营
不善，甚至已经破产、注销、倒闭，或丧失注册商
标所有权、使用权的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
要求包括稻香春、张小泉等73个经营不佳、业绩
下滑的品牌进行整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中华老字号是指历史底蕴深厚、文化特色
鲜明、工艺技术独特、设计制造精良、产品服务
优质、营销渠道高效、社会广泛认同的品牌，既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2022年，中华老字号企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实现营业收入超1.2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发展势头良
好。可以说，老字号经历了时光的沉淀，积累
了复杂的工艺、卓越的产品和过人的口碑，在
商贸流通、消费促进、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品
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也要看到，老品牌是宝贵资源，但老字号
不是“铁帽子王”。从以始终如一的品质留住
新老顾客，到以“回忆杀”“感情牌”推动怀旧消
费，不少老字号自带光环，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吸引大批消费者光顾。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老
字号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有的餐饮品牌
固守高糖高油的传统配方，不愿意因时损益，
无法适应健康的饮食需求；有的只着眼货品，

却无视服务，降低了消费体验；有的缺乏法律
意识，遭遇李逵李鬼之争也束手无策，无法保
护自己的核心权益……能否用好老字号、老品
牌，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些老字号生产频频“亮红灯”，背后往往
存在着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惰怠心态，不思
进取、坐吃山空。具体而言，一些经营者仍然
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等观念，坚持“传统必
须一成不变”的原则，未能形成现代化的产品
研发、企业管理和营销运营线，逐渐与时代脱
节，与消费者需求脱轨；有的甚至为了扩大经
营，在品质上放水，透支了自己的品牌资源。
由此可见，老字号价值在于“老”，但不能“倚老

卖老”。观念老化、产品老旧、营销老套，被老
的条条框框自缚手脚，势必会被市场淘汰。

此次调整老字号名录，反映了有关部门引
导企业强优势、提品质、补短板的努力，也折射
出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与广大消费者的真实
心声。对于其他老字号而言，这也是一种警
醒。面对百花齐放的市场与时尚潮流的冲击，
老字号当何去何从？事实上，在国潮崛起的背
景下，王麻子、五芳斋、大白兔等老字号品牌不
断焕发新生。事实证明：品质为王的铁律并没
有改变。关键在于，如今的品质，已经不限于
材料真不真、斤量够不够，也包括包装美不美、
选择多不多、互动勤不勤、能耗省不省、故事好

不好，等等。老字号在守住品牌核心价值的同
时，也要着眼生产流程、产品标准、企业文化等
领域系统施策，回应守正创新的必答题。

今年出台的《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
法》将“动态管理”作为一章，明确开展日常监
测，建立“红绿灯”机制；近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华
老字号创新发展大会，也提出要建立“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机制。相关举措有助于引导老
字号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发挥示范作用，同时也
不断提醒广大经营者：没有永恒的老字号，也没
有长期的新品牌。放弃匠心、品质失守，再大牌
的老字号也可能迅速“塌房”；坚持与时俱进，不
断发展创新，再小的买卖也能擦亮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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