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众多老字号不断推陈出
新，纷纷跨界推出国潮概念,受到年
轻人的喜爱。 本报记者 蔡佳文 /摄

掀起时尚新浪潮

政策红包不断落地，老字号中不乏
通过创新发展走上成功之路的企业。

本报记者 贾欣然 /摄

“触网”迎来新商机

随着国内基础建设力度的不
断加大，火电厂产生的粉煤灰堆积
如山，农作物秸秆燃烧产生的烟尘
严重污染生态环境。 为此，宁夏绿
歌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绿
哥环保）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
见》以及《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
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通过采用

国内外先进生产技术，创新研发出
木塑板材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中不
含甲醛等有害物质，产品使用后可
以完全回收，达到了国家“以塑代
木”和“以塑代钢”的环保要求。

宁夏绿歌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位于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是集
环保木塑制品设计研发、生产和销
售、工业固废粉煤灰再利用、生物

秸秆再利用于一体的企业，以专利
技术为导向,形成了工业化、规模
化、智能化的生产体系。 系西北地
区技术最为全面的活性碳素板及
PVC 板材生产厂家，产品覆盖建筑
材料与装饰材料两大领域，主要产
品有活性碳塑家具板、活性碳塑装
饰板、活性碳塑广告板、活性碳塑
床板等类别，产品辐射全国，并于
2018 年申请了以粉煤灰和生物秸
秆为主要原料的活性碳塑板专利，
大大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活性碳塑板材的发明，填补了
火电厂产生的粉煤灰治理再利用
的技术空白，扩大了粉煤灰的应用
领域。 由于原材料有了替代物，使
得板材行业的技术水准有了很大
提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八大领域
中横跨两个领域（新材料、资源与
环境技术）。 活性碳塑板材可以无

限次地循环再利用，并且可以任意
改变其物理外观，应用范围极其广
泛，产品质优价廉，响应国家“以塑
代木”的倡议，极大减少了矿山资
源的开采量，减少了对森林树木的
砍伐，保护了生态环境。

银川市方圆 100 公里内有平
罗英力特、青铜峡金昱元、内蒙古
中谷矿业等厂家生产的聚氯乙烯
树脂和宁东国电、 鸳鸯湖电厂、灵
武华电等火电厂产生的大量粉煤
灰，富饶的宁夏平原产出的农作物
秸秆都是生产活性碳塑板材的必
备原材料和资源，这为宁夏绿歌环
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了充足
的原料。由于可利用大型发电厂的
炉渣废料粉煤灰作为原材料，将原
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后生成的产品
不仅可为社会发展提供实际贡献，
而且还能够节约社会资源，废料可

以重复利用，助力环境保护。 这种
新型板材也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如家具、地板、墙板、床板、公
共场所建筑物隔间、 室内装潢用
板、广告用板等装修、装饰材料和
建筑用模板、 建筑物外墙用板、车
辆专用板材、化工防腐用板、新型
装饰材料等。 公司计划在未来 3-5
年申请大量专利，以更好地起到保
护核心技术的作用。

公司第一类别产品为家居、家
具、地板、墙板、室内装饰用板材
等，目前已和 20 余个省（区、市）的
代理商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该类
产品为普通民用产品，依靠活性碳
塑板防水阻燃，具有绿色环保的特
性，对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起到极大的推进
作用。公司的第二类别产品为活性
碳塑床板， 客户主要是铁床厂家、

大型企业、学校、部队等人员集中
的单位。他们已经与深圳、广州、福
建、云南、天津等地的经销商签订
了长期销售协议。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完善和
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保类产
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活性碳塑板及
相关制品的市场容量和上升空间
十分广阔，将会迎来一个灿烂辉煌
的明天。

绿歌环保：“以塑代木”领航新型板材发展

活性碳塑板材生产车间

活性碳塑板材可无限次循环利用。

添加更多新元素 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传承中创新 老字号焕发蓬勃生机

本报记者 朱梦秋

老字号从历
史的风烟中走来，

积淀了厚重的文化
底蕴， 凝聚了古老的
商业智慧， 是中国传
统商业文化的史诗。

纵观老字号，它们或是
拥有“祖传秘方”、独门

绝招， 靠着卓越的品质、
独特的风味立于不败之
地；或是恪守诚实守信的
经营思想，依靠良好的信
誉口碑得到顾客的长期
支持。它们代表的不仅仅
是顶尖的技艺，更是品牌
的传承与传统商业文化
的精髓。

在新品牌层出不
穷的今天，老字号依然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有
的在政策的支持下携
“百年老店” 声名重出

“江湖”， 有的则通
过转型升级成为深
受当下年轻人喜爱
的新国潮。

据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老字号企业约有 1 万多家，涉
及零售、餐饮、医药等行业；1993
年， 经当时的商业主管部门认定
挂牌的“中华老字号”有 1600 多
家，主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医药
等行业。

商务部分别在 2006 年《商务
部关于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的
通知》及 2011 年《商务部关于进
一步做好中华老字号保护与促进
工作的通知》中，先后确定了两批
中华老字号名录， 企业总计 1128
家。 2017 年 2 月，商务部、发改委
等 16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老字
号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对保
护和振兴老字号有着重要意义。

全国各地先后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推动政策落实。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些老字
号企业克服困难，改革创新，走出
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 据了解，云
南白药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就通过实施兼并重组、连锁经营、
统一品牌管理等方式， 不断扩展
市场占有率；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应用现代科技提升传
统产业的典范。

虽然多数老字号企业发展
势头良好， 但部分企业由于机制

僵化、观念陈旧、创新不足、传承
无力等原因， 面临发展
困境。据了解，下一
步商务部还
将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
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积极
推动老字号
企业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
牌， 着力提高供给
能力和质量， 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
级的需要。

政策红包显成效

老字号出海彰显中国制造的魅力。
图为今年叠石桥家纺国际博览会上，外
国参展商选购商品。 CNSPHOTO提供

进入新时代，老字号浓厚内涵
被再次激活， 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如今已有众多老字号积极转型升
级，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以科
技感和年轻化赋予产品个性化表
达,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

2018 年， 李宁以国潮身份亮
相纽约时装周， 走秀环节开始后的
一分钟，五款走秀鞋即在天猫宣告售
罄；将近百年的老品牌回力，历经破
产与两次转型后东山再起，销量连
续多年增速超过 20%， 成为国潮
新标杆；永久自行车持续走红，去年

“双 11”当天销售额达到 5000万元。
不少老字号在产品创新上也

下足了功夫。 为迎合消费者的口
味，五芳斋不断推出新产品，比如

泡菜芝士粽、小龙虾月饼等。 2017
年，五芳斋与天猫联合，推出“定
制” 食品， 开启端午粽的 DIY 玩
法。 凤凰今年推出一款智能锂电
车，车身配备多重传感器，能实时
收集骑行路况信息并传导至云端，
使车成为信息化数据传输终端，对
接城市智慧交通形成大数据。

除此之外，老字号还频频跨界。
60岁的大白兔倡导“越活越年轻”，
不仅推出联名款服装，而且还上线
了香水、沐浴露、身体乳等周边产
品；冷酸灵因为推出一组火锅牙膏
重回年轻人视野，在天猫预售当天
首批 4000只就宣告售罄； 六神鸡
尾酒产品一经推出，7 秒内 5000
瓶售罄，成为网上爆款商品。

新中国成立 70 年， 老字号不
断与时俱进。 相关政策的
扶持、与互联网的
融合、企业的不断
创新———既是
老 字 号 的 机
遇， 也凝聚和
彰显出中国品
牌的力量。在传
承过程中，老字
号未来还要在
产品营销、渠道
建设、服务模
式 、 经营管理上 紧 跟
潮流 ，与时俱进地作出
调整， 使自身得到更好
地发展。

12
老字号

P16
2019年 12月 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蔡佳文

随着消费的升级， 人们的购
物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便

捷化。通过“触网”，不少
老字号企业顺应时代

潮流， 在保留自
身传统核心产品
的同时推陈出
新，挖掘新商机。

互联网为老
字号提供了更广

阔的舞台，拓展了销
售渠道。 2017年天猫
超市推出“天字号计
划”， 助力北京品牌
全球化销售和新零
售探索。 截至目前，

占北京市中华老字号企业总数
57.3%的 67 家老字号已入驻阿里
零售平台。上海也深入实施“老字
号+互联网”工程，推动老字号嫁
接东方购物全媒体资源 ,联合京
东、 天猫打造“中华老字号上
海旗舰店” ,推动老字号企业与
拼多多对接 , 推动老字号与盒
马、小米有品、饿了么等新零售平
台合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全
国中华老字号在阿里零售平台的
销售总额达 12 亿元， 同比增长
13%。

借力跨境电商平台， 老字号
以品质赢得了海外市场的认可，
中国品牌走出国门， 成为“新名

片”。 2017年，同仁堂通过自建跨
境电商平台， 将中药及植物健康
产品与服务提供给全球的消费
者。 2018 年， 阿里巴巴与超过
1000 家老字号和国货品牌合作，
逾 12 亿件商品实现出海，串联起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地区的消费
者。

此外， 天津老字号产品近年
来远销海外，今年第一季度，天
津海关所属南开海关为“津门
老字号”企业出口产品签发各类
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625 份、 货值
2．2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11．7％ ， 帮助企业减免关税约
1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