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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字号上“新”，新在何处？
上证指数：2789.49点 3.23% 成交4412亿元

深证成指：8460.38点 6.22% 成交4851亿元
创业板指：1667.45点 6.71% 成交1985亿元

沪深300：3311.69点 3.48% 成交2850亿元

100美元 710.82人民币

100欧元 766.69人民币

100日元 4.8087人民币

100港元 90.864人民币

□ 数读财经 2 月 6 日 □ 2 月 6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神州迎新春，老字号上“新”。商务部

等 5 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

单，正式认定 382 个品牌为中华老字号。

至此，全国中华老字号数量达到1455个。

认定新品牌、顺应新需求、展现新趋势，

从时间中走来的中华老字号，也将在时光沉

淀、市场洗练中焕发新气象、开拓新市场。

品牌上“新”
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创建于 1953年的马凯餐厅在这新一

批中华老字号中。

“哎哟，马凯不一样了！”近日，探索多

元化餐饮市场的“马凯·1953”首家门店月

坛店试营业，前来就餐的张先生一进门便

感慨。

踏入门厅，光影长廊展示着北京与湖南

的人文地标，新中式的设计风格端庄典雅，

让顾客沉浸式享受美食与人文的交互体验。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度和品质，部分

食材是在用餐当天空运抵达，需要顾客提

前 3天预订。”店长陶然说，开业以来餐厅

包厢预订一直火爆，也为今后增开门店增

添了信心。

继去年55个中华老字号被“摘牌”后，

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出炉，新在何处？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君表示，

新认定的老字号品牌在管理层面表现出更

为先进的理念和模式，使产品和服务更具

市场竞争力。

2月1日，上海老字号品牌馆二期对外

开放，上海老字号嘉年华同时开幕，其中不

乏新晋中华老字号身影。

英雄牌钢笔、美加净牙膏、国光口

琴……新一批中华老字号中 34个品牌来

自上海，上海中华老字号品牌达 197 个，

全国居首。

三四年间，国光口琴年销售额翻了两

番，出口占六成，远销东南亚、美国等地；英

雄钢笔100升级版，笔身手工填漆、真空电

镀；《繁花》主人公用过的美加净牙膏迅速

涨粉……

上海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

纪升说：“新一批品牌近年来发展较快，技术

含量更高，创新能力较强，品牌保护意识较

好，而且不少品牌能够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更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更

加聚焦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更加强调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商务部用三个“更加”总

结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特征。据统计，

新一批中华老字号 2023年实现营业额平

均值较前两批进一步提升。

守正创新
老字号打开新市场

打开年轻人常用的潮流网购社区“得

物APP”，海鸥手表、永久自行车、回力球

鞋……一批中华老字号商品处于热销状

态，评论区晒图、讨论一浪接着一浪。

去年 8月，永久在得物APP限量首发

联名款自行车，吸引大量用户关注和收

藏。2023年，永久自行车在该平台销售额

同比增长近5倍，超七成用户是“95后”。

美团数据显示，最近一周，“老字号年

夜饭”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前一周增长超

70%。为迎接龙年春节，京东超市上线了

数百款由老字号品牌结合敦煌 IP打造定

制礼盒。截至目前，在京东超市已有 18
家老字号品牌销售过亿元，60余家突破千

万元。

老字号“触网”，变身“新网红”，正是老

字号顺应时代发展，创新传递品牌价值，守

正创新发展的一个侧影。

楼外楼的十二道非遗名菜，融入新口味

和元素，做到既价格亲民又提升食材品质；

内联升推出龙头宝宝鞋、龘龘室内家居鞋、

鱼跃龙门主题系列；鸵鸟墨水研发出国潮彩

墨系列产品，再现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越来越多老字号正通过多元的营销方

式、丰富的产品功能、跨界的品牌合作来重

塑品牌定位、培育年轻市场、开拓未来市场。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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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匠心
老字号方能历久弥新

黄酒、白酒、米醋、酱类产品……酱酒

醋里飘出乡愁与佳节的味道。

在浙江省丽水市鱼跃酿造食品有限公

司的鱼跃 1919文化产业园，许多市民、游

客体验捣酱、做甜酒酿等传统年俗技艺。

最近一周这里单日游客量环比增长超

20%，酱酒醋系列产品销售迎来小高峰。

鱼跃酿造技艺传承人、第十代掌门人

陈旭东说：“‘鱼跃’品牌被认定为新一批中

华老字号，离不开对于酿造工艺历经百年

的传承与优化。事实证明，十代人的坚守，

值得。”

时移世易，而匠心永恒。匠心铸就的

品质，让老字号赢得了世代相传的好信誉、

好口碑，打造出传承至今的“金字招牌”。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店铺旁，绵延

400多年的木版年画技艺正吸引着南来北

往的游客；浙江嘉兴五芳斋，代代相传的水

吊浆工艺造就了汤圆的香甜爽滑；庆丰包

子铺引进智慧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对后厨

操作、设备等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筑牢品质之基，老字号方能举高品牌

之旗。以质量塑造品牌生命，需要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

在商务部等部门建立实施“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机制下，全国多地出台老

字号传统技艺保护传承举措。例如北京

支持老字号企业积极申报北京市技师大

师工作室；河南出台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

老字号传统工艺传承人申报评审职称；山

东通过提供传习场所、经费补助等形式，

为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等提

供支持。

2024年，商务部将办好“老字号嘉年

华”和“老字号数字博物馆”，推动老字号保

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为国货“潮品”消费厚

植文化和商业基础，让优质国货激发出居

民生活和消费的新热点。

（记者：谢希瑶 魏弘毅 吉宁 周蕊 张

旋 于典）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5日从

商务部获悉，针对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

大范围持续雨雪冰冻天气，各级商务主管

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春节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出台如下 5
点举措保供：一是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应

对准备；二是强化货源组织，保障库存充

足；三是及时投放储备，增加市场供应；四

是优化便民服务，畅通末端配送；五是深

入排查隐患，营造安全环境。

围绕相关举措，各级商务部门采取

具体措施保障春节生活必需品供应。商

务部启动生活必需品量价监测日报制度

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加强市场运行

分析和供求趋势研判。广州市指导保供

企业根据市民消费需求特点，加强产销

衔接。陕西西安、咸阳等 9 市将投放政

府储备蔬菜 2 万吨，保障节日市场供

应。河南省商务主管部门协调交通、公

安交管部门，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运输

车辆通行。山东、陕西等地商务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应急预案，为群众营造安全消费

环境。

据商务部监测，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总体量足价稳。近日，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大型超市粮、油、肉、蛋库存量

较 1月初增加一至两成；全国 200家大型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猪肉价格较1月

初小幅上涨，但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其

他品种价格总体稳定。

近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庆铁路公安处、贵州省桐梓县文化旅游局等部门，在遵义往返重庆西的5630\5629次
列车上举办“年货集市”，旅客在列车上“逛年货”、品尝“年夜饭”、欣赏非遗文化表演，感受浓浓年味。图为2月5日，在遵义开往重庆

西的5630次列车上，旅客在车上购买沿线村民售卖的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严赋憬 白鑫雨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优化营商环

境取得怎样成效？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水

平？在2月5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四部门负责人回应相关热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明介

绍，过去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加快推进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出台了一批

切实可行、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和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

升。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和相关部

门一起，紧扣经营主体关心关切，整体优

化、多措并举、一体推进，切实增强政策和

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肖

渭明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成效为各类

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规则，积极稳

妥推进财税、统计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

研究完善地方税税制、完善事权、支出责任

等；另一方面，深入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整治，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作

用。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国家发展

改革委法规司司长孟玮说，将着力破除各

类不合理限制，更好维护公平竞争；着力完

善顶层设计，更好保护合法权益；着力促进

跨境投资便利化，更好扩大制度型开放；着

力推动政务服务优化，更好推进利企便民；

着力发挥先进示范作用，更好实现整体提

升。针对仍然存在的各类“旋转门”“玻璃

门”，将推动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全覆盖，创

新完善招标投标体制机制，破除地方保护

和所有制歧视。针对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

准入、产业合作等议题，将推动出台更大力

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全面取消制

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对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

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

见》，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说，

“外资 24条”印发以来，超六成政策举措

已落实或已取得积极进展：59项举措中已

经完成10项；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有28项，

如中央网信办准备推动出台规范和促进

数据跨境流动规定，财政部正在抓紧制定

政府采购产品“中国境内生产”标准等；正

在持续推进的有 21项，如国家知识产权

局指导并支持有关地方在展会期间设立

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工作站等。

“商务部将继续推动各项举措加快落

地见效，及时通报外资企业普遍关注的政

府采购、标准制定、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工

作的进展情况，进一步加强‘外资 24条’

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朱冰说。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司法部立

法二局负责人郭启文表示，司法部积极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制

修订工作，推动修订完成国务院关于经营

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加快推动制定公

平竞争审查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加快推动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组

织起草国际游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靠港补给的规定。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经

营主体关心关注的问题，积极推动相关立

法工作，不断完善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着力为各类

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市场

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任端平表示，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健全常态化沟

通交流机制，不断提高制度政策含金量、

精准性、知晓度，持续优化完善市场准入

退出制度，持续优化规范经营主体登记

服务，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加快

研究制定公司法配套实施办法、强化实

缴出资信息公示，制定个体工商户登记注

册管理办法等。（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火车上的火车上的““年货节年货节””

整体优化 多措并举 一体推进
——四部门介绍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商务部：切实做好春节生活必需品保供

■新华社记者 安蓓 谢希瑶

市，《说文解字注》释为“买卖所之

也”。成千上万的百货大楼、农贸市场、超

市、便利店，是人们交往买卖的场所，承载

着亿万家庭的柴米油盐，几代人的温暖记

忆。

市面，因而也成为观察经济活力的窗

口。当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仍然面临不

少困难挑战。市场上，人气旺不旺，各类

经营主体生意好不好，物流是否畅通，价

格是高是低，都成为外界洞察中国经济运

行态势的切入点。

飞速发展的网购电商，也改变着中国

经济的“市面”。人们在“手指一点、货送

到门”中享受新鲜便利。穿梭在街头巷尾

的外卖小哥，已然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

风景。中国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网络

零售市场，约 47万亿元社零总额中超过

四分之一来自网络交易的实物商品。崛

起的平台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活跃的一

支生力军。

当商场、超市不再是“购物”的必选

项，传统意义上的“市”是在冲击中凋敝，

还是在创新中迎来新生？

岁末年初，我们对市面进行调研，深

入采访了全国多家商场、超市和购物中

心。这些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地方，着实

让我们见了世面。

120多岁的东安市场，重装改造后转

型为全球潮牌买手店，挑战时尚的前沿；

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二次创业”向

卖设计、卖品牌、卖服务转型；盒马春节前

热销的蝴蝶兰，来自内蒙古库布齐沙漠腹

地的种植基地；咖啡店开在了乡村，在绿

水青山中成为游客驻足的场所；而山姆、

星巴克等跨国企业，也把注意力投向中国

广阔县域和三四线城市……

日渐丰盛的餐桌，生动诠释着“用全

球供应链做中国大市场”；支撑国货“潮

品”崛起的，是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的

中国制造；当社区食堂开进商场、购物中

心变身儿童乐园、艺术品从小众到大众，

是商业模式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一个个垂

直细分领域孕育着澎湃的市场蓝海。

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很难想象，今天

的实体商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面之变，映照时代之变。

父辈经常讲，过去买东西凭票，百货

商店如果上了一些高端货，总会引起“疯

抢”，如今他们也成了网购、网约车的重要

客群。

过去坐飞机出国游是见世面，现在冰

天雪地中热力四射的“尔滨”，惹得外国网

友自发开直播；过去用国外品牌手机才算

时尚，现在国产手机一机难求；原来出国才

能买到好东西，现在足不出户买全球；过去

进口大片火爆市场，而今一年近550亿元的

电影票房中，国产影片占比超80%……

改革开放以来，孕育了全球瞩目的中

国大市场，探索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从物质短缺到丰裕，从买商

品到买服务，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更多满足

精神文化需求，市面之变，折射中国经济

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率的时代变迁。

当下，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要

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

较多，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些群众就

业、生活遇到困难，这些在市面中有所体

现，也是当前各方政策着力关注的重点。

但在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市

场蕴藏的无限潜力。从银发经济到悦己

经济，从体验式消费到健康消费，每一处

供应的短缺都孕育着市场的蓝海。我们

也一次又一次被在市场中打拼的经营者

感动。他们对市场的信心，对创新转型的

坚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正是中国

经济一路走来在危中求变、在难中破局的

力量所在，也是我们在市面中所见到的世

面。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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