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南京西路上老字号王家
沙总店迎来焕新升级后的重新营
业，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新
店不仅每天早上7时开始供应堂
食浇头面，还新增了粢饭糕、油墩
子、麻球、牛肉煎包等现炸产品，令
上海人心心念念的鲜肉月饼也同
步回归。

上海老饭店的八宝鸭、功德林
的素面、大壶春的生煎……人们常
说，要想了解一座城，先要尝尝当
地的老字号。老字号不仅是美食
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城市历史的记
录者。据统计，上海的全国中华老
字号有近200家。时间的沉淀，让
老字号成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工艺独特、货真价实的代名词。但

半个多世纪过去，老字号的发展步
调并不一致。

近年来，在电商平台和直播带
货的推动下，老字号频频“上新”，
除了常规的换口味、换包装，他们
也紧跟互联网步伐，在营销模式
上，通过跨界联名、科技加持、打造
形象IP等方式，以求发现新消费
群体，适应、引导他们的消费习
惯。许多年轻的消费者正是通过
网络社交平台了解、熟悉了越来越
多的“爷爷奶奶辈”的老品牌。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老字号的
跨界营销呈现出同质化趋势，有的
文创思路单一，仅仅将商标、图案
运用到手机壳、帆布包、冰箱贴上，
很快丧失新鲜感；一些联名营销徒

有形式，纯靠情怀买单，难以走得
长远；还有不少老字号存在手艺传
承难、管理方式陈旧的问题，以致
盲目跨界营销“翻车”。去年，全国
数十家中华老字号由于经营不善
被摘牌。

如何在传承与求变中延续辉
煌，以新口味、新产品、新形象实现
“逆生长”，是摆在老字号面前的现
实问题。不可否认，中老年人群仍
是老字号品牌主要的消费主体，尤
其在餐饮领域，有数据显示，以
“95后”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群体
中，平均仅知道19个老字号品牌，
而在“60后”“70后”人群中，这个
数字要翻倍。

由于年轻消费者对信息的“抓

取”能力强，他们普遍更注重品质
和性价比，以及消费过程中带来的
情绪价值。同时由于可选择空间
大，他们对品牌的知名度并不会过
于关注，对品牌的“忠诚度”也不如
中老年顾客那么高。在互联网时
代，老字号被年轻人挑剔的焦虑尤
为凸显；但突出重围、赢得人心的
“逆袭”成功案例也并不罕见。

上海人的童年回忆“光明
牌”冷饮为了推动品牌年轻化，创
新了“光明牌+熊小白”双品牌战
略，“光明牌”主打国潮文化，在怀
旧中创新；“熊小白”则聚焦品牌
IP，通过视频、周边、表情包、游戏
联名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与粉丝
建立链接。

乔家栅将咖啡店开进闹市区，
与传统糕饼店开在老城厢的模式
不同，咖啡店招来更多上班族和游
客，咖啡混搭中式糕点的新吃法也
受到年轻顾客的推崇。由此可见，
不断应对市场变化，见招拆招、以
新应新，才是生存之道。

暑气未消、中秋将至。鲜肉月
饼的香气已经弥漫上海的大街小
巷。路过淮海路，总能见到老字号
光明邨门口几乎每天排起长龙。随
着又一年鲜肉月饼开卖，队伍越来
越长，足见上海人对老字号的青睐。

市场瞬息万变，但有一条准则
不变——消费者的满意度。老字
号能否“长红”，最终还要看老百姓
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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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兽医主管陆勇怀里抱着两只经剖腹产出生的小猴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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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神话：悟空》火了，
全球游戏爱好者“挥舞”起
金箍棒，在西游文化里体验
东方美学；而在风景秀丽的
松江，也有一座“花果山”，
生活着一群活泼可爱、肩负
重要使命的“小悟空”。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上海松江基地）。夏
日的一个上午，记者换上
实验服，戴好一次性帽子、
口罩、手套和鞋套，“全副
武装”跟随非人灵长类研
究平台兽医主管陆勇走进
饲养室。此刻，室外温度
超过  ℃，饲养室里倒凉
爽宜“猴”。作为这儿的
“管家”，陆勇也开始讲起
“小悟空”们的有趣点滴。

科研帮手不可或缺
“叽叽喳喳”，这个点进了人，

猴子们挺好奇，饲养室热闹起来。

轻舒长臂，攀爬跳跃，好几只

猴子眨眼间来到了门边，上下打

量着来人的模样。陌生人稍稍靠

近，它们便警惕地往后退去。

早上刚喂过它们苹果片儿，

有几间猴房的餐盆还留着一些，

大部分早已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这是它们最爱吃的”。

打开一间猴房，兽医抱起一

只猴，只是一个照面，便一眼认出

了它的编号，“它12岁了，是一只

壮年猴，相当于人类40多岁”。

松江基地，主要生活着两种

猴子：恒河猴和食蟹猴。陆勇介

绍，恒河猴体形大一些，尾巴较

短，大部分毛色是灰褐色的；食蟹

猴体形较小，尾巴则长一些。

以猴子为代表的非人灵长类

实验动物是众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

的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实验对象。

不难理解，不同的科学实验会用到

不同的实验动物，包括最常见的啮

齿类即小鼠，可爱的兔子、犬类和小

猪，以及不那么可爱的果蝇……

猴子，与人类基因相似度较

高。科研人员借助猴子可研究病

毒、疾病、发育生物学、脑科学等

领域的基础科研问题。实验猴的

重要性尤其体现在新药的研发上

——任何一款新药，要想上市，都

要开展人体临床试验；而在此之

前，必须在实验动物身上作安全

性评价，猴子就是安全评价用实

验动物的主力军之一。

“猴子从出生到性成熟，一般

需要四到五年，从怀孕到分娩还

需约五个半月，通常情况下每胎

一仔。”陆勇告诉记者。

“奶爸奶妈”细心照顾
猴子很多，团队的14位兽医，

如何做到“猴脸识别”？陆勇笑

笑，这可是基本功——团队成员

来基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与

猴子“交朋友”，经年累月，早已和

它们打成了一片。

眼尖的小猴子见陆勇打开罐

头拿出花生，立马鬼精地靠近“撒

娇”，“得手”后跑到角落里得意

地“加餐”。陆勇边喂边说，兽医

是实验动物的代言人，能翻译动

物的行为，从而保证研究的质量

和动物福利。在松江基地，兽医

早上八时、下午四时会各喂食一

次，同时整体巡视观察猴子们的

健康状况及设施设备的运行。晚

上，也有人坚守岗位，通过视频监

控及时关注猴子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必须要保护动物健康，

不然做不出好的实验。”陆勇说，“照

看猴子，其实和看小孩很像，熟络了

以后它们就会非常信任我们。”

三年前，大伙儿“拖家带口”

从苏州西山的非人灵长类研究平

台搬来了松江，猴子的数量也越

来越多。陆勇说，每次去检查月

经，母猴都会很配合地竖起尾巴、

背转身体；猴子生性好动，有时互

相打闹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也要第

一时间救治……

“最关键的是对孕猴和仔猴

的呵护，需要十二分的仔细和耐

心。”说话间，陆勇又把记者带到

保育室，里面有两只刚出生两个

月的小猴。它们是经兽医剖腹产

诞下的可爱宝宝，每年兽医都要

为好几例难产的猴妈妈动手术。

不过，猴妈妈对剖腹产生出

的宝宝“不管不顾”，兽医便要承

担起“奶爸奶妈”的角色。“带小猴

们晒太阳时，它们总绕着我们上

窜下跳，大家都很享受照顾动物

的那份亲切和温馨。”陆勇说。

为疾病研究作贡献
1997年，多莉羊来到了这个

世界，人类首次成功用体细胞克隆

出了哺乳动物。在此之后，牛、鼠、

猪、狗、兔等动物都被成功克隆。

时间来到属于生命科学的21

世纪，科学家们意识到，用猴子开

展研究，能回答更多原来在啮齿类

动物身上未能找到答案的基础科

学问题——尤其在脑科学领域，像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发生多与大脑有关。

猕猴虽好，但繁殖周期长，很

难得到遗传背景一致的实验猴。

怎么办？全球多所知名研究机构

开始了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猴

的研究，但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

曙光在2018年初到来，中国

科学家宣布了世界首例体细胞克

隆猴“中中”“华华”的到来；一年

后，“中华”姐妹又迎来了重要的

小伙伴——5只生物节律紊乱体

细胞克隆猴诞生。

也是那两年，以克隆猴技术

为代表的脑科学与类脑科学技术

在松江G60科创走廊落地生根。

“由于体细胞克隆猴具有完全

一致的遗传背景，使科研结果更加

可信，还大大减少了实验动物的用

量。”陆勇说，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上海松江

基地）这几年的主要工作便是模型

构建，如今已形成非人灵长类疾病

模型的标准化创建模式。

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

究人员还在《自然 ·通讯》发表最

新成果，解析了体细胞克隆猴的

重编程机制和障碍，胚胎成活率

大大提高，并成功获得了体细胞克

隆恒河猴。科研人员进一步补充

说，基因编辑技术也成熟运用于

实验模型构建中，有望培育出更

高品质的实验动物——这也是中

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

创新中心的优势所在。

“对了，‘中中’‘华华’现在怎

么样了？”临别之际，记者抛出了

这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她们都很健康！还有了后

代，现在主要用于行为学观察研

究。”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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