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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以“进”促“新”
进博会开幕以来，各大展馆人气火

爆。在各省市的人文交流展区，老字号们

出新招、出奇招。不少老字号是进博会7届

“全勤生”。前两天，作为进博会配套活动

之一，第四届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大会举

行，着力推动老字号加快守正创新发展。

进博会为老字号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悠

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的平

台。进博会人文交流展区“上海馆”，老凤

祥与上海数据交易所联袂展示“老凤祥珍

品私洽中心启幕珍藏”，这是全国珠宝首饰

行业第一款可流通交易数字资产；中华铅

笔展示了最新上市的“青春版”中华牌   -

F  ，演绎传承发展新篇章。老字号们在进

博会上通过产品创新、技艺展示、文化融

合、营销与渠道创新以及整体展区创新等

多个方面，展现了丰富的创新实践，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进博会上，老字号不仅展示产品，更

与其他参展商、采购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传统品牌如何实现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世

界级食品巨头通用磨坊在进博会上推出了

一款全新的腐乳馅水晶汤圆，独树一帜的

口味吸引大量参观者尝鲜。据介绍，这款

汤圆就是与老字号品牌合作开发的新品，

取“腐乳”谐音，名为“水晶福禄汤圆”。老

字号通过在进博会上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业务多元化发展。

以“进”促“新”，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

化底蕴的老字号品牌，面对新的市场环境

和消费需求，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进博会为老字号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创

新成果的舞台，也促进了老字号与新技术、

新模式的融合，推动老字号的创新发展和

转型升级。

方 翔

进博非遗客厅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的农

作物种业专区，一株株高粱挂着

沉甸甸的果实，“精神抖擞”地挺

着腰杆。来上海之前，它们接受

过更艰难的考验——它们的家

乡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曾经

遍布中重度盐碱地，一项名为

“AT1”的技术让这片贫瘠的土

地今年首次重现勃勃生机。全

球领先的农业科技企业先正达

集团把丰收的喜悦和科技的奇

妙一并带到进博会。

2023年，先正达集团中国首

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旗团队

与多家科研单位协同攻关，在全

球首次发现并验证农作物耐碱

调控基因AT1，揭示了作物耐盐

碱的分子机制，成为我国迄今为

止在作物高耐盐碱能力研究领

域具有全球影响力、最为重要的

科技突破。这一突破，入选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根据这一科研成果，科研团

队通过耐盐碱分子标记育种，生

产培育出了基于AT1技术的高

粱品种，简称“AT1高粱”，并在宁

夏大武口首次开展生产性种

植。“实验表明，AT1可提高水

稻、玉米、高粱、谷子、小麦作物

产量20%—30%。”谢旗介绍，

AT1高粱品种就好比治理中重

度盐碱地的“第一把钥匙”，能为

后续土壤治理打开通道。

盐碱地变农田，除了为农作

物增加“内力”，靠的还得是“组

合拳”。先正达集团把经过改良

的土壤样品也带到了进博会现

场。白花花的“盐被子”不见了，

板结的土块也消失了。工作人

员介绍，在AT1示范田综合使用

了包括暗管排盐、耐盐作物及品

种筛选、配套盐碱地种植技术，

“去盐除碱”。经过一年多的治

理，这片原本像盖了“白被子”的

中重度盐碱地块，土壤含盐量降

至36.5‰，盐度下降20%，碱度

下降60%。预计3年后，这片荒

废的重度盐碱地将重获新生。

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

中有适合种植作物潜力的有5

亿亩，如果能开发利用，对于扩

大我国耕地面积、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

先正达集团旗下中化农业MAP

团队通过“良种+良法”配套推

广优势，持续强化产业链协同，

推出综合治理解决方案，在内

蒙古、宁夏、吉林、河北、山东等

省份建成11个示范区，已累计

治理了16.5万多亩盐碱地。

在耐盐碱作物种植区旁边

的展板上，展示着作物经历过

的“科技蜕变”——这是先正达

集团尖端的单倍体诱导耦合基

因编辑技术（简称“HI-Edit”）实

现的突破。这项技术创新地将

双单倍体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

相结合，旨在更快地培育出适

应不同环境条件，提高产量、抗

病能力和品质的新品种。

“HI-Edit技术就像是精密

的‘作物设计师’，能够快速且

精准地将抗病、抗旱、增产等优

良性状‘剪辑’到作物中。和传

统的育种方法相比，HI-Edit让

育种变得像程序编写一样精

确。”工作人员介绍，搭载上双

单倍体技术这辆“高速列车”，

科学家就能更快速、精准地培育

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种子，大大

提高育种效率，让优良作物品

种更快走向田间地头，为未来

的作物育种开辟了新的路径。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进博观察

本届进博会期间，恰逢立

冬节气到来。冬主封藏，曙光

医院海派膏方团队又一次做客

进博非遗客厅，向世界宾客展

示中医药养生智慧。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非

遗客厅每年都在新闻中心开门

迎客，以场景化、生活化的方式

向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传播非遗

文化，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窗口。今年的非遗

客厅，动静结合展示近百项非

遗技艺，从11月4日起的7天

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中医养生

体验和手工艺互动。

走进非遗客厅，传统家具

将空间分为静态展示区、动态

展示区及数字体验区，70件静

态展示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

今年，安亭药斑布印染技艺作

品《我嘉（家）折扇》、博山区琉

璃万花烧制技艺作品《琉莲馥

郁》、佤族织锦作品《佤鼓织梦》

等上海非遗传承青年作品首次

亮相，彰显非遗的“年轻力”。

此外，人们还能欣赏到上海绒

绣与海派绒线编结技艺相结合

的作品《绽放绒花情》、松江刻

漆技艺作品《海纳百川》、海派

传拓制作技艺作品《静安八景

印谱》、顾绣作品《青绿山水》等

传统工艺精品。

动态展示区则分为养生体

验和手工互动两部分。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曙光医院、龙华医院等申

城知名中医院的丁氏推拿、夏

氏外科、海派膏方、穴位贴敷剂

制法等非遗代表性项目，针对

常见的颈椎病、失眠等症状，由

传承人及其团队针对性地提供

健康咨询以及推拿、贴敷、体质

辨识等特色体验，让中外媒体

人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切身感受

祖国传统医药的独特魅力。

昨天，百年中医非遗流派夏

氏外科来到非遗客厅，还首次展

出了“海派夏氏外科箍围药套装

盒”。“箍围法”是海派夏氏外科

非遗外治法之一，箍围药粉经湿

调，可辨证治疗疖肿、痤疮、丹毒

等体表感染性、过敏性疾病。“海

派夏氏外科箍围药套装盒”内含

箍围药粉及调制工具、器皿，并

附有通俗易懂的操作文案。

备受关注的还有中药护肤美

容产品，精华面霜、沐浴露、精华

乳、保湿乳等护肤品很是吸睛。

“中医美容源远流长，早在清代吴

谦所撰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

诀》中就有保湿润肤理念的提出，

并有‘润肌膏’处方记载。”曙光医

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慧敏教授介

绍，“有皮肤问题的患者内服治疗

之外，平时还要注意保养肌肤。”

今天上午，龙华医院药学部

药师潘宇炯在非遗客厅展示了

古法手工制作穴位贴敷剂，带大

家领略了非遗“穴位贴敷剂制

法”的百年发展历程。“穴位贴敷

发端江南、兴起沪上，至今已走

过百年历史。”潘宇炯说。由龙

华医院研发的泡脚方、中药洗发

液、养生茶饮、龙医正气系列香

囊一字排开。天气渐冷，不少人

选择泡脚养生。潘宇炯说，医院

将传统方子中的有效成分与现

代工艺相结合，比如泡脚方便是

石氏伤科消肿止痛、温经通络的

常用药物，可促进血液循环，缓

解关节疼痛和疲劳。

值得一提的是，进博会上海

非遗客厅内的展陈项目都“上

云”，扫描现场二维码，可详细了

解每件作品的故事，直观地感受

非遗匠心。 本报记者 郜阳

农作物种业专区

本报今天组织小记者探访“四叶草”各展馆

“来进博会采访，仿佛走遍了五洲四海”
“作为新民晚报小记者，我能够到进博

会采访，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来自协和双

语学校的顾同学说，而她更为人所熟知的

是她的网名“可乐”。作为一名推广沪语的

博主，顾同学准备在今天采访以后，用沪语

来做一期介绍进博会的内容。

今天，新民晚报组织小记者来到进博

会现场进行采访，小记者穿梭于各展馆

间。在好丽友展台，由多个大型巧克力派

垒叠成的生日蛋糕造型、巧克力质地的

“50”字样及“环球七星”LOGO造型十分吸

睛，小记者们用镜头和笔进行记录。得知

好丽友带来了“零食营养+”新成员燕麦曲

奇及年内上市的“果汁+”新品果滋果点软

糖时，小记者们围着展台人员连连提问。

“我爸爸参加了很多次的进博会，之前

常听他聊起进博会，一直十分好奇这个展

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桂同学说，“今天第

一次来到‘四叶草’里面，真的让我感受到

了进博会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我一定

用手中的平板电脑多拍摄一些素材，回家

之后好好编辑一下。”

小记者们还参观了进博会的中国馆。

在那里，来自上海市测绘院的工作人员边

结合中国馆的展陈，边为小记者们讲解关

于中国地图的一些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版

图意识。

“来进博会采访，仿佛走遍了五洲四

海。”一位新民晚报小记者说，“今天不仅让

自己长了见识，更对进博会有了深入的了

解，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参加新民晚报的

活动。” 本报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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