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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浙皖共话“重振老品牌，续写新传奇”

推动老字号“老树”发“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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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是丰厚的历史资产，不仅体现

着不同时代的价值信仰和文化沉淀，更是

让人放心消费的品质象征。互联网时代，

老字号如何“重振老品牌，续写新传奇”？

日前，长三角老字号创新发展论坛召

开，来自沪苏浙皖四地商务部门、行业协

会、老字号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谋长

三角老字号新发展。

长三角老字号占全国三分之一
长三角区域自古以来地缘相近、人文相

亲、商业繁荣、经济互融，诞生了一批驰名中

外、经久不衰的企业品牌，老字号是其中的

璀璨明珠。当前，长三角地区共有“中华老

字号”企业近400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如何推动老

字号“老树”发“新芽”，是此次创新发展论

坛的核心议题。

在上海，黄浦区拥有老字号企业113

家，占上海市一半以上，其中“中华老字号”

96家。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徐文飚介绍，

打造新国潮促消费，仍是今年老字号品牌

创新发展不变的主题：“推进老字号‘一品

一策一方案’推进，构建老字号保护体系，

打造老字号高品位地标。”

老字号是有效促进消费、加速消费市

场复苏的重要载体。今年6月，江苏省启动

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推动老字号进校

园、进社区、进景点，促进创新发展、促进文

化传承、促进品质消费。同月，浙江省18个

部门发文，促进老字号传承创新发展，进一

步挖掘老字号潜力，促进老字号焕新升级。

安徽老字号发展带有显著的地域特

色，全省认定414家老字号，其中“中华老字

号”25家，414家中近七成是非遗企业，五成

是地理标志产品。安徽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副秘书长汪晓琴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拓

展的前提是以品质和匠心技艺为本，这样

才能在发展中“不掉粉”。

怎么让老字号国潮、新国货真正触达

年轻人，是很多老字号最关心的话题。南

京老字号餐饮联盟轮值主席闻伟表示，非

遗文化的发展对于拉动消费促进老字号文

化及产品交流有着巨大的动能。“年轻人更

趋向于个性化、定制化，要延伸和发挥非遗

文化在老字号产品中的有效运用，不断改

进工艺、创新产品，不断迎合新一代的消费

需求。”

跨区域合作破解“老龄化”难题
如何破解老字号“老龄化”难题？除了

更贴近年轻人的购物理念，近年来长三角地

区还在尝试老字号品牌区域一体化发展。

2019年9月28日，在长三角路演中心，

“上海品牌”与“浙江制造”强强联手，首批

经浙江德清钢琴企业与上海钢琴厂携手打

造的“施特劳斯”金边复古三角钢琴揭开

“红盖头”。德清乐韵钢琴厂与上海钢琴有

限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上海施特劳

斯钢琴有限公司，运作施特劳斯品牌，成

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首例

浙江民营资本与上海国有老字号跨区域合

作样板。

去年8月，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

质量发展联盟正式成立，要在多个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其中，重点提出要依托联盟

内现有的老字号品牌，鼓励支持经典老字

号品牌在品牌策划、产品营销、知识产权维

护等方面开展跨界跨区域合作。

去年11月22日，长三角老字号创新发

展联盟成立。当天，上海、南京、无锡三地

签约长三角老字号创新发展合作协议，推

出创新发展五大行动，将通过活动联办、品

牌联动、人才交流等形式，推动“老字号”品

牌深化合作，不断转型升级，实现组团发展

迈上新台阶，展现老字号品牌魅力。

近年来，沪苏浙皖联手，政、企、协、研

联动，助力老字号企业发展的各种要素对

接；实现长三角推进老字号品牌改革创新

发展的合力；进一步挖掘和弘扬老品牌历

史文化，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互相借鉴，激

活老品牌内生动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发展

战略。

本报记者 黄佳琪

蟹船扬帆，横穿湖面，浪花激扬；返程

收网，一只只大闸蟹在网中张牙舞爪……

随着第一篓蟹出水，今秋阳澄湖大闸蟹正

式开捕。9月23日，2022中国 ·苏州阳澄湖

大闸蟹开捕节暨昆山巴城蟹文化旅游节在

苏州昆山举行。

蟹乡吹响“开捕号”
上海人爱吃阳澄湖大闸蟹，却有不少人

不知道，位于昆山的巴城镇食蟹、养蟹历史

悠久，也是阳澄湖大闸蟹优势产区，更是中

国渔业协会授予的、唯一的“中国阳澄湖大

闸蟹之乡”。

阳澄湖分为西湖、中湖和东湖，巴城坐

拥整个阳澄湖东岸线。

与西湖、中湖相比，东湖水

域较浅，约2米，光照充分，

加上水底淤泥少、土质硬，适

宜大闸蟹生长。这里水草丰

富，大闸蟹最爱吃的饵料又

多，因此巴城水域出产的阳澄

湖大闸蟹以个大体重、蟹黄肥

厚、肉质白嫩、滋味鲜美而享誉

海内外，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

据介绍，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虽遭受

了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和考验，但当

地通过开展延时增氧、水草补种、饵料增加

营养、围网加强巡查等一系列举措，保证了

大闸蟹的生长。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阳澄湖大闸蟹的产量预计约为9400吨，

其中湖区围网养殖面积1.6万亩，预计产量

1500吨左右；高标准池塘改造养殖面积7.2

万亩，预计产量7900吨左右。活动现场，

2022版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戒指在开幕式上

亮相，今年的防伪蟹扣阳澄湖湖区为深红色，

高标准池塘为“绿色+蓝色”。开捕后，阳澄

湖大闸蟹将陆续上市，开始供应各地市场。

舌尖上的“蟹经济”
为了阳澄湖大闸蟹这块金字招牌，巴城

镇在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上探寻新路径，促

进大闸蟹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巴城镇对原地产阳澄湖大闸

蟹信用管理平台进行了全新改版升级，把苗

种放养、饲料投喂、水质调控、水草养护、销

售信用等全过程纳入信用管理平台，对养殖

户进行信用等级评估，信用等级和阳澄湖大

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发放挂钩，实现地产大

闸蟹来源可追溯。

在培育“五好”大闸蟹的基础上，巴城镇

推动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衍生了东阳

澄湖村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大闸蟹电

商产业园，并通过打造“蟹文化”名片，提升

产业等级，开展大闸蟹开捕节、蟹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形成了蟹种培育、成蟹养殖、暂养

储运、包装销售、电子商务、餐饮旅游全产业

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3万余人，大闸蟹全

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0亿元，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今年预计产量近万吨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近日，投资 5亿

元，占地31亩，历时5

年建设的平湖博物馆

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新馆位于金平

湖广场，建筑面积3.6

万平方米，是集收藏、

陈列、研究、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馆内现设有“金平

湖——平湖历史文化

展”“御侮抗敌——平

湖三次抗击外敌专题

展”“庄桥坟遗址考古

展”“平和报本——报

本塔天宫出土文物

展”“金平湖里的自然

课”五个常设展和临时

展“武林有奇峰——浙

江省博物馆馆藏蓝瑛

作品及师承影响展”。

藏有文物包括陶器、石

器、玉器、瓷器、书法、

绘 画 等 17个 类 别

13000余件。据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数据统计，平湖市博物馆现有国家一级

文物7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1779

件。此前，因博物馆旧馆面积所限，许多

文物未曾展出。故此次展出的文物中，

50%的珍贵文物（一二级）为首次展出。

其中，镇馆之宝——明宣德七年郑

和舍圆瀞金粉楷书《妙法莲华经卷》在

平湖为第二次完整展出，第一次还是在

20年前刚发现时。整个经卷为磁青纸，

是一种明清两代专门用于抄写佛经的

特种纸，高10.1厘米，长4030厘米，由42

条粘接而成。共有七万多字，字体古朴

秀丽，精致而不失随和，既有唐楷的严

谨，又有敦煌写经书体的神采。

“这次博物馆搬了新家，让几千年

前的文物有了更好的保存和展示环

境。除了有更多的展厅让文物展出外，

还配套了少儿互动区、文创展示区、社

教活动室、报告厅、文博少儿书吧等文

化服务空间，这也是我们充分发挥博物

馆社会教育机构职能，实现现代化转型

的重要一步。”据平湖市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后，这里也将成为青少年

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美育、德育的

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唐闻宜

■ 今秋第一篓阳澄湖大闸蟹捕捞出水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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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飘香，丰收在望。位于镇江句容市白兔

镇解塘村的首批100多亩水稻，近日迎来收成。

水稻田里金光灿灿，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呈现出

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虽遭遇干旱高温天气，但

当地加强田间管理，采取稻鸭共作模式，稻米的产

量和品质比往年更好。 杨志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