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4 2023年2月5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徐强

本报社址：新疆和田市英明路4号 邮编：848000 邮箱：xjhtrb@sina.com 策采部：（0903）2970001 汉文编辑部：2068166 维文编辑部：2069200 广告部：2068004 月价：13.2元 印刷：和田翔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03）2068010

2月4日，立春，山东青岛。具有百年历史的
台东路步行街上人头攒动，展示着一个个老字
号品牌。由商务部主办的2023年“老字号嘉年
华”活动在此启动。

每逢时令佳节，逛老字号店铺，品老字号美
食，看老字号手艺……对很多人来说，一家家承
载着历史积淀的“中华老字号”就是记忆中一抹
熟悉的味道，一丝难忘的乡愁，饱含着浓浓的家
国情怀与时代记忆。

百年沧桑，金字招牌。连日来，新华社记者
深入全国多地老字号企业采访调研，触摸新时
代新征程上老字号企业发展新脉搏，探寻未来
发展新动向。

历久弥新：百年老字号展现新气象

新春佳节，一家家老字号，让年味儿更浓，
人气儿更旺。

早晨8点刚过，北京稻香村“零号店”门口已
排起七八米长队。店里新上的“福兔献瑞”系列
兔年糕点，手工鲜做、门店现烤，来晚了就没有
了。“销售的火爆程度超乎我们预计，今年开年
以来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40%，已经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俞大治
说。

地道京味儿、年味儿，离不开炸酱面中的黄
酱，涮羊肉时嚼的几瓣糖蒜，吃饺子时蘸的一点
醋，喝稀粥时就的那一碟咸菜丝……许多讲究
的北京人，慕名而来的外地人，直奔百年风味老
店六必居。开年以来，北京六必居所有门店销
售额同比增长约38%。

一张照片，纪念团圆，传承记忆。从小就在
大北照相馆照相的宫先生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前
来拍照。“家里有这个传统，也想给孩子留下美
好的回忆。”开年以来，大北照相门市日均客流
量2643人次，销售同比增加45%，日均客流量同
比增加37%，客流量最大时要排队3个小时。

2023年开年，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一
家家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字号企业也焕发新颜，
以其浓厚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节庆仪式感，成为
消费新亮点。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家、地方老字
号3277家。其中有701家中华老字号创立至今
超过100年。

据商务部监测，我国85%以上的中华老字号
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即便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
仍有70%以上的企业保持盈利；2022年，近35%
的老字号企业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突破1000万
元的占7成以上。

上海老字号国货“大白兔”成为热销年货；
福州百年老店聚春园通过电商将美味销往各
地；广州老字号数字博物馆迎来大批消费者打
卡购物……全国各地，线上线下，大批老字号热
度攀升，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机活力。

兔年春节假期，京东平台“老字号”相关词
搜索上升120% ；去年“618”购物活动期间，百雀
羚等老字号品牌多个单品在拼多多销量同比增
长超400%；“双11”购物节，京东、淘宝等平台多
个老字号品牌成交额大幅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提出，“打造中国品牌，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
和特色传统文化品牌”。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023年“老字号嘉年
华”启动仪式上的视频致辞中说，要以此次活动
为起点，统筹线上线下、全年持续推进，以更高品
质的商品供给、更加新颖的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品
味老字号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老字号融入新国潮

走进有着“中国布鞋第一家”之称的内联升
总店，“玉兔迎新”生肖彩绘鞋、“卯足”国潮男鞋
十分吸睛；喝一杯“大内·宫保”咖啡，再逛一逛
非遗博物馆，以全新方式打开百年老店的传奇
故事。

北京民间流传：“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

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始创于1853年、以做
千层底朝靴起家的老字号品牌内联升，如今也
在传承与创新中融入新国潮。

“希望打破年轻人对于内联升人老、店老、
产品老的刻板印象。”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程旭说。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老字号的优势在
于“老”，老品牌、老技艺、好信誉、好口碑。但老
字号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源于“老”，可能存在
观念老化、机制老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群体
中的接受程度不够高，难以满足当前消费升级
和时代发展需要。唯有守正创新发展，才是老
字号的出路所在。

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魂”，借好先进适用技术的“力”，越来越
多的老字号巩固“老”的传统优势，顺应“新”的
时代潮流。

引入“90后”海归设计师、推出针对“95后”
“00后”的潮流副线大内联升、与国际知名潮牌
合作联名款、推出潮鞋快闪店……近年来，内联
升主动将目光投向年轻人，努力探索“从朝靴到
潮鞋”的时尚化转型。

样式再“潮”，也离不开一针一线的扎实针
脚。2008年，“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40 种工
具，90多道工序，光是纳鞋底，就要花费一个熟
练工人3天的时间。”内联升第四代传承人的徒
弟蔡文科师傅说，目前机纳技术还远达不到人
工技艺水平。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
晓松说，正是这些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工匠精
神和诚信理念，成为老字号企业不断适应时代
发展、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

走进位于山东聊城东阿县的东阿阿胶产业

园，工厂车间处处是科技元素，5G和大数据等技
术助力生产工艺及营销模式持续升级，过去九
天九夜的制胶流程在这里提升了30多倍。预计
2022年企业盈利比上年同期增长73%至84%。

天津达仁堂积极探索科研数字化，将临床
记录“痕迹”转化为大数据，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
浙江西泠印社联名《三体》推出多款新奇有趣产品；
北京东来顺通过盒马鲜生渠道销售联名水饺，利用
直播平台“达人探店”拉动销售……

盛秋平说，老字号的创新应当是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对标先进理念、顺
应市场机制的创新，是符合企业长期规划、取得
市场普遍认同的创新。只有定准群众认同、市
场认可的“调子”，才能找到守正创新的“路子”，
实现长期发展。

强化品牌：培育壮大“百年老店”

“很多外国人不会说中文，也能说出片仔癀
三个字。”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纬
奇说。

开年以来，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癀生产车
间加班加点，一批批产品陆续销往印度尼西亚、
泰国、新加坡等海外多个国家。仅元月上旬，产
品销量就达去年全年的十分之一。

福建漳州方言把热毒肿痛统称为“癀”，因
一片即可退癀，故名“片仔癀”。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片仔癀已走过近500年历史，以
其独特的配方和疗效，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青
睐。

老字号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引领、
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
品牌价值开拓空间。

盛秋平说，从国际上看，重视对老字号的保
护支持是普遍做法，日本仅2022年就有1300多

家企业迎来了“百年生日”，入选2022年《财富》
世界500强的德国企业中，有一半发展历史超过
百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
费市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有条件、有能力、也
有必要培育壮大一批我们自己的“百年老店”。

推动老字号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弘扬当代价值——

近日，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

《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从历史文化
深厚、经营管理规范、创新发展能力三个方面突
出“优中选优”“动态管理”，设计量化的认定指
标，把真正的好品牌找出来。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说，要通
过加强老字号文物的保护利用、活态传承，让老
字号文物活起来，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在原址原
境品味中华老字号的原汁原味。

支持老字号在创新发展中打造更加硬核的
质量品牌——

如今，上海老字号凤凰也在海内外迎来新
飞跃。其生产的锂电助力自行车远销欧美日发
达国家，售价是传统自行车的十倍乃至数十倍。

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徐力
说，2019年以来，凤凰调研发现锂电助力自行车
市场不断增长，于是加大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投
入力度，组建高标准锂电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
获得不少专利。

引领老字号以高品质产品提升信誉度，满
足人民更美好生活需要——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近年来，中华老字号
企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也有个别企业出现
质量和品牌下滑现象，甚至被诟病“倚老卖老”，
一定程度折射出一些老字号企业重营销轻品
质、重规模轻口碑、重短期轻长远等问题。

“老字号好不好，必须由人民说了算。”商务
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说，商务部将会同多
部门多措并举，及时跟踪老字号企业市场表现，
引导规范经营，鼓励创新发展，帮助更多人民真
正喜爱、经过市场检验的好品牌培育壮大为“百
年老店”。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 魏弘毅
张昕怡 袁敏 吴剑锋 周蕊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铸“金字招牌”创“百年老店”
——2023 开年老字号企业新观察

2月4日，俄罗斯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选购海南黎族剪纸。
元宵节来临之际，海口骑楼老街举办元宵逛大集活动，外国特色摊位和海南非遗特色文创摊位的摊主各

显身手。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市集给市民和游客的元宵节带来别样体验。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中 西 碰 撞 闹 元 宵中 西 碰 撞 闹 元 宵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获
悉：2022年，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药品耗材集采，
第七批药品集采平均降价48%，脊柱类耗材集采
产品平均降价84%，胰岛素集采中选结果落地，惠
及超1000万患者。

以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胶囊为例，每粒
平均价格从108元下降到18元，一个治疗周期可
节约费用8100元。降血压领域，首次纳入缓控释
剂型，硝苯地平控释片降价58%，美托洛尔缓释片
降价53%，高血压患者用药负担明显减轻。

据介绍，2018 年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持续
挤压药品耗材虚高价格水分，国家组织集采7批
29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3批4类耗材平均降
价超80%；叠加地方联盟集采，累计降低药耗费用
超4000亿元。使用集采品种高质量药品的患者
比例从50%提高到90%以上。在广大参保群众获
得感持续增强的同时，药品“带金销售”的空间持
续被压缩，越来越多药品生产企业走上重创新、重
质量的发展新路。

同时，通过谈判降低新药价格，250种新药平
均降价超50%并纳入医保报销，群众更快用上原
本用不起的药。目前，国家医保目录内药品数量
较2017年新增618种，药品价格指数连续5年下
降。

2023年，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开展新批次国家
组织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扩大地方集采覆
盖品种，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
450个。 据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南京 2月 4日电 （记
者 沈汝发）2023 年南京市重大招商
项目签约活动4日举行，中电建华东区
域总部、一鲨科技总部项目等 61 个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 800 亿元，
为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复
苏动能。

据介绍，本次签约项目规模体量
大，内资项目投资总额681.498亿元，单

个项目平均投资额为12.62亿元，外资
项目投资总额18.14亿美元，单个项目
平均投资额2.59亿美元。同时突出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
额分别占比为 62.7%和 35.6%，其中涉
及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两大优势
产业项目10个，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两
大先导产业项目7个，智能制造、新能
源汽车等潜力产业项目22个。

药品耗材集采开展5年

累 计 降 低 药 耗
费用超4000亿元

江苏南京

61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800亿元

2月4日，小朋友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体验手工制作活动。
元宵佳节到来之际，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以“字韵华夏·喜乐元宵”为主题，推出了夜游

博物馆活动，通过甲骨文拼拼乐、雕版印刷、竹简书写等互动形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汉字民俗，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博物馆里体验汉字民俗庆元宵

新华社青岛 2月 4日电 （记者
王凯 谢希瑶）4 日立春之际，全国迎
春消费季——2023“老字号嘉年华”暨

“惠享山东消费年”在山东青岛启动，释
放力促消费暖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打
造中国品牌，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
特色传统文化品牌。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启动仪式上
通过视频致辞表示，全面启动 2023 年

“老字号嘉年华”，就是要以此次活动为
起点，统筹线上线下、全年持续推进，以
更高品质的商品供给、更加新颖的消费
场景，让群众在品味老字号的过程中，
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介
绍，今年商务部将2023年“老字号嘉年
华”作为全国迎春消费季的重要内容，
将围绕节日消费、掌门人直播、老字号
探店三大主题，统筹谋划 28 场全国性
重点活动，指导各地聚焦重要节点，推
出百余场特色活动，为消费者献上一场
线上线下结合、贯穿全年的消费和文化
盛宴。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为进一步推动国有
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国资委等13
个部门制定了《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
发展工作方案》。国资委网站日前对外发布了这
一方案。

近年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有企业在通过资源整合、重组改制等方式不断深
化改革的同时，保留了部分医疗机构。发展壮大
以医疗健康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形成
与政府办医疗机构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健康
保障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方案所指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是指国
有独资、全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实际控制的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

在加强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的统筹规划方
面，方案明确将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纳入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分级诊疗和医
疗急救体系，并按照自愿申请、多方评估、协商签
约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纳
入医保定点范围。

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对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
按照现行体制和相关领域改革要求落实经费保障
责任。同时，方案提出，要落实政府支持公共卫生
服务政策。

此外，方案还在提升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学
科建设能力、解决主体资格及产权归属问题、鼓励
国有企业创新办医模式、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以及健全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工
作部署。

国资委等13个部门发文支持

国企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我国启动2023年“老字号
嘉年华”活动力促消费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刘诗平）记者从中国南水
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5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调水突破 600 亿立方米。按照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580 亿
立方米计算，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
来了超过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年12月实现全面通水。通水
以来，年调水量持续攀升。中线所
调南水已由规划的辅助水源成为
受水区的主力水源；东线北延工程
的供水范围已扩至河北、天津，提
高了受水区供水保障能力。目前，
工程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5亿人。

据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南水北调集团在做好年度正
常供水工作的基础上，与水源、沿
线省市密切协作，统筹正常供水和
生态补水，兼顾输水调度和防汛抗
洪。在主汛期前，增大河流生态补
水流量，助力修复华北地区河湖生
态系统。

南水北调工程向北方调水突破600亿立方米

（上接第1版）和田代表队和巴州代
表队开启第一场和球比赛。比赛中，运
动员充分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
育精神，赛出友谊、赛出成绩、赛出水平、
赛出团结，裁判员坚持“严肃、准确、公
平、公正”的原则，认真评判，努力营造公
平有序的竞赛环境。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喀什队参加此
次比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
习交流机会。比赛中我将秉承‘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展现技术，打好每
一场比赛。”喀什和球代表队选手阿斯
雅·麦麦提说。

本届“京津皖和杯”南疆五地州邀请
赛由和田地区行署，北京市、天津市、安
徽省援疆和田指挥部主办，和田地区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共设和

球、排球、篮球、青少年足球五个比赛项
目，设男子组、女子组。目前，南疆五地
州共有20支代表队174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

“新年伊始，和田地区举办首届‘京
津皖和杯’南疆五地州系列邀请赛，得到
了自治区体育局以及各兄弟地州的大力
支持，这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北京市、天津市、安
徽省为系列邀请赛提供了资金支持，还
专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我们的教练员
和裁判员进行了全面培训，为比赛的顺
利进行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
将广泛开展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大力
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地区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说。

去年自治区财政“三农”支出1017亿元
（上接第1版）推动将优质小麦等核心种
源纳入“十四五”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重点任务。此外，自治区财政还安
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11亿元，支持
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支持开展
应用补贴试点及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
用一体化试点，不断推动提升粮食生
产机械化水平。

在大力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方
面，自治区财政落实中央及自治区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72.3亿元，按照亩均
投入1500元的标准，支持我区500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自治区财政还统筹
中央及自治区资金近100亿元，系统推

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调蓄工程建设，
加快构建节水蓄水调水体系，重点支
持重大水利民生工程建设，提升洪涝
灾害防御能力，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实水资源保障。

去年，自治区财政安排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20.68亿元，稳步扩大自治区
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推进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生
产抗风险能力。针对小麦晚播、苗情
复杂的情况，自治区财政及时下达救
灾资金2.2亿元，支持应对洪涝、干旱灾
害等，保障重要农作物不减产，减少农
民群众因灾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