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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宁波老字号承载着宁波商帮文化和工匠精神，也承载着宁波人的“乡愁”和儿时记忆
■老字号应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实现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品牌更受消费
者喜爱，让自身更加壮大

■老字号企业要敢于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突破点，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每个企业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一定要迎难而上，这是宁波老字号的精神
■传统是根，创新是魂，守正创新是老字号安身立命之根本

1 老字号“下乡”，是一种责任

宁波市老字号企业协会会
长、宁波东福园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空。（吴冠夏 摄）

近年来，宁波的老字
号企业频频脱颖而出，让
传统的手艺和品牌再次焕
发澎湃动能。

前不久，市商务局公
布了第四批宁波老字号企
业名单，至此，宁波老字
号企业总数已达153家。

上月底，拥有逾百年
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东福园
勇敢下乡“试水”，在海曙
区鄞江镇开设了首家乡村
门店——东福园大酒店；

本月初，宁波首个老
字号集市开市，汇聚了 50
余家具有代表性的老字号
品牌，为市民带来了一场
集“吃、逛、赏、玩”为
一体的盛宴……

宁波市老字号企业协
会会长、宁波东福园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空
曾获中华老字号“杰出贡
献奖”。多年来，他致力于
推动宁波老字号企业的传
承发展，引领越来越多的
老 字 号 品 牌 在 质 量 、 服
务、设计、审美上全面发
力 ， 让 老 字 号 “ 潮 ” 起
来，重塑品牌活力，赢得
市场与口碑。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和消费者日益多样化
的选择，作为当地历史文
化的代表，老字号企业应
如何闯出一片新天地？记
者对张空进行了专访。

记者：上个月底，东福园在
海曙区鄞江镇开设了首家乡村门
店，这在宁波市范围内堪称一项
具有创新性的举措。作为一家老
字号企业，东福园为何将目光投
向乡村市场？这样的布局优势何
在，效果又如何？

张空：我们尝试开设“乡村
首店”，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
看中了当地庞大的消费市场。鄞
江镇素有“宁波之根”“四明首
镇”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周
边交通发达、文旅节点众多。通
过前期的市场调研，我们发现鄞
江一带的居民在婚庆、家庭聚会
等方面需求旺盛。然而，由于当
地 缺 乏 大 型 龙 头 餐 饮 企 业 的 门
店，不少居民甚至需要远赴几十

公里外的奉化区溪口镇设宴，交
通和时间成本均较高。

近年来，当地乡村文旅蓬勃
发展，更需要品牌响亮、实力强
大、质量上乘的商业业态加持。
我们期望进一步发挥老字号的优
势和力量，让宁波“老底子”味
道 在 守 正 创 新 中 飘 香 更 广 、 更
远，推动老字号与本土文旅产业
实现互动式发展。

作为海曙区人大代表，大约
3 年前，我来到鄞江镇，在和当
地干部、村民沟通的过程中了解
到，这里的居民收入普遍不高，很
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城
里。在我看来，作为一家老字号企
业，我们既要考虑投资是否对自己
有益，也有责任去做乡村振兴的引
领者。如今，我们将首家乡村门店

落户鄞江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
企业发现乡村市场的潜力，去乡
村开设门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当地的餐饮文化。

另外，我们在龙观乡发现，
当地村民种植了许多高品质的有
机 农 作 物 ， 但 由 于 缺 乏 销 售 渠
道，收入并不高。我们的门店开
业后，可以与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基地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将
产品深加工后销往全国各地，从
而间接推动乡村振兴。

整体来看，我们的“下乡”
举措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效果。这
段时间，饭店每天的上座率达到
80% ， 今 年 的 年 夜 饭 已 预 订 一
空，同时接到了多笔婚宴订单，
排期已延至明年 3 月。许多住在
附近的村民组团前来饭店参观。

老字号发展需要新生代力量4

张空：

让宁波老字号重新焕发澎湃动能

记者：面临新时代的种种变革，您
认为一家老字号企业应如何守正创新？
老字号企业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秘
诀”又是什么？

张空：老字号“掌门人”的思维是
最重要的。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如何在
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老字号的发展价值
并将其发扬光大，是“掌门人”应负的
责任。因此，老字号企业要敢于跳出传
统思维的束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和突破点，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以我们企业为例，2023 年初，东福
园推出了首个子品牌——福小馆。该品
牌区别于传统饭店的形式，以小酒馆的
模式运作，主打小碗菜和各类饮品，吸
引了众多年轻客群前来打卡用餐。在此
过程中，我们的老字号品牌也逐渐受到
更多人关注。

中华老字号广州酒家，仅月饼等品
牌衍生产品的年销售额便能达到 40 亿元
以上；中华老字号大白兔和多个品牌进
行跨界联名，逐渐成为引领潮流的网红
产品⋯⋯这些企业的宝贵经验值得宁波
的老字号企业学习。

最近，我们在鼓楼步行街打造了一
个集展览、销售、演艺等为一体的宁波
老字号集市。下一步，我们有可能将其
拓展为真正体现宁波文化元素的老字号
一条街，以吸引更多市民与游客的目光。

此外，我认为老字号企业要注重品
牌建设和文化传承。这些年来，我们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古林职业高级
中学等学校进行合作，让老一辈的厨师
给学生授课，一些毕业生也会选择到我
们企业工作。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校
企联合办班等形式，让东福园提前介入
职 业 教 育 ， 实 现 学 校 、 企 业 和 学 生 的

“三赢”。
在我看来，宁波商人具有一种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每个企业都会碰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要迎难而上，这
是宁波老字号的精神。还有一点至关重
要，老字号企业要能够接纳有想法的年
轻人，用年轻人的思维管理老字号，这
样的老字号品牌才能够长久。

传统是根，创新是魂，守正创新是
老 字 号 安 身 立 命 的 根 本 。 寻 求 老 字 号

“变”与“不变”的平衡点，是每一个老
字号传承者的不懈追求。积极寻求抱团
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得先
机、发展壮大，更是老字号永葆生机活
力的关键所在。

见习记者 王佳辉

2 美美与共，共同繁荣

记者： 我 们 注 意 到 ， 6 年
前，您协同我市商贸、餐饮等各
行业的 52家老字号领军企业及关
联企业，共同成立了宁波市老字
号企业协会。协会成立的初衷是
什么，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空：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宁波老字号承载着宁波商
帮文化和工匠精神，承载着宁波
人的“乡愁”和儿时记忆。6 年
前，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我发现
厦门、杭州、绍兴等城市已经认
定了多批老字号企业，而宁波市
却进展缓慢。我深知宁波老字号

不仅代表着优质的产品和技艺，
更代表着一种情怀和责任，我们
必须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因
此，2018 年 12 月 5 日，东福园携
手其他 52 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
宁波市老字号企业协会。

如今，协会已拥有 200余家会
员企业，品牌范围不再局限于商贸
业，还涵盖了工业制造、现代服
务、中医药等领域，吸引了海天塑
机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培罗成股份
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加入。同时，
我们与厦门、上海、澳门等地的50
多个老字号企业协会建立了友好关
系，积极沟通交流、互通有无。

成立 6 年来，协会取得了诸
多成果。我们协助政府部门出台
了关于老字号传承创新的相关政
策，涵盖老字号的认定及认定后
的奖励举措等，给老字号企业带来
了信心。同时，我们协助相关部门
完成了四批宁波老字号企业的认
定。此外，我们还带领老字号企业
走出宁波，赴各地交流学习，例如
连续参加了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特别是今年，50多家宁波老字
号企业前往上海参展，收获颇丰。
我们还协办了五届“宁波特色伴手
礼”评测活动，让宁波老字号产品
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3 老字号发展之路曲折，但前景光明

记者：在您看来，宁波市老
字号企业整体发展状况如何，又
面临哪些困境？

张空：老字号企业应通过新
质生产力的实践，实现传统产业
的创新发展。老字号不能倚老卖
老，不能仅凭品牌行走天下，而
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品牌更受消
费者喜爱，让企业更加壮大。

截至目前，我市共拥有12家中
华老字号、49家浙江老字号和 153
家宁波老字号，老字号企业年生产
总值已超过1200亿元。然而，在当
下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字号
企业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少困难。

首先，老字号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其独特的工艺、技术。部分
传统工艺主要依赖师徒相传的模
式，但由于劳动强度高、收入水
平低，难以激发年轻人的从业热
情，从而导致传统技艺传承面临
青黄不接的困境。其次，很多老
字号企业观念守旧、工艺固化，
不 善 于 根 据 市 场 需 求 拓 展 新 业
务，经营之路越走越窄。另外，
很 多 老 字 号 企 业 的 品 牌 意 识 较
弱，在品牌保护上做得不到位，
假冒伪劣产品趁虚而入，使品牌
形象和价值受到严重损害。

成立于 100 年前的中华老字
号天胜照相馆，曾因技术优良、
设 备 先 进 而 闻 名 宁 波 及 周 边 地
区。然而，面对摄影行业激烈的

市场竞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该企业曾一度陷入每年亏损超过
百万元的困境。幸运的是，在该
企业负责人与我们老字号企业协
会的携手努力下，天胜照相馆与
杭州海马体摄影有限公司展开了
合作，百年老字号又重新焕发生
机。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令人欣
慰的是，近年来宁波老字号企业在
融合国潮元素、创新衍生产品设计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如今，宁
波高度重视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
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
持老字号扩大经营渠道、加速焕新
升级。总体来看，宁波市老字号企
业的发展前景值得大家期待。

“在北仑·营未来”营商环境优化系列报道

近日，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
桥一期工程主线沥青路面全部铺
设完成，标志着这一服务于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工程
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北仑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
是该区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
号改革工程”的生动实践。

在北仑区，优化营商环境的浪
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各个
角落。流通生态的加速构建，是这
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仑区深
化“四港联动”发展，通过大力推进
海港、陆港、河港、信息港等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了硬件连接与信息标
准的深度联通。前三季度，北仑区
海铁联运箱量达到了 125.73 万标
箱，同比增长 13.61%；江海河联运

量 增 至 5670.2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4.55%。杭甬高速复线三期工程、甬
舟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等一系列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稳步推进，进一
步完善了北仑区的交通网络。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
提升了物流效率，更为我们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北仑区
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在产业生态方面，北仑区同样
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北仑区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行动方案》，今
年前三季度，北仑区“415X”先进
制造业集群营收总额位居全省首
位，化工新材料产业、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了 6.2%和 26.7%。

作为全国首批“两业融合”试

点单位，北仑区构建了“聚合式、融
通式”的发展生态，东方电缆、贝发
集团等企业获批国家级和省级“两
业融合”试点，为北仑区“两业融
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创新方面，北仑区不断提
升平台建设质效，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数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345 家。
吉利新能源汽车总部项目、天一建
筑设计总部项目等相继开工建设，
为北仑区的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
活力。

贸易生态的便利化也是北仑
区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一环。北仑
区深化自贸区制度集成创新，前三
季度全区备案各类跨境电商企业
2000 多家，实现跨境进出口总额
233.28 亿元，同比增长 10.06%。此

外，北仑区还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
化试点，新培育了 8 家浙江省内外
贸一体化“领跑者”企业，累计达到
24 家。

“我们企业在北仑的发展，得
到了政府部门在贸易便利化方面
的诸多支持，这让我们更有信心拓
展国际市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
负责人说。

在要素生态方面，北仑区同样
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通过推进土
地综合整治改革和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北仑区有效
盘活了土地资源。

同时，北仑区深化金融体制机
制创新，今年以来共发放央行资金
13.14 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在人才方面，北仑区新申报国

家级人才 119 人，创历史新高，新
引进大学生 40644 人，完成率和总
量均居全市第一。

“我们将继续深化推进‘一号改
革工程’，加强流通生态、提升产业生
态、优化贸易生态和要素生态，为北
仑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北仑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北仑区各单位协同

配合，全面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 一 号 改 革 工 程 ”。通 过 改 革“ 利
刃”，北仑区将开辟新赛道、增创新
优势，最大限度激发各方面、各领
域的发展活力。如今，北仑区正以
实际行动书写着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的新篇章，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孙肖 姚扬 施珂珂/文）

北仑“一号改革工程”引擎轰鸣
营商环境优化驶入“快车道”

北仑临港经济示范区产城融合建设项目开工现场。 （资料图片）

位于鼓楼步行街的老字号集市。
（宁波市商务局供图）

位于海曙区鄞江镇的东福园大酒店开业
当天。（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