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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之困源于何处？

提起老字号，人们心底总能产生一些怀旧情绪。
海南的老字号广泛分布在饮食服装、工艺制作、居民服务等多个领

域，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南对食用花生油有着独特的偏爱，在有些地区

花生油甚至是送礼佳品。因此，定安也拥有着这样一家花生油老字号。
“阿财是我爸爸的乳名，但是大家现在也都这么称呼我。”阿财花生

油第三代传承人陈秋之说。老字号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核心竞争
力之一是品牌承载的传统文化与信任。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现有客群逐渐老龄化，而又无法吸引新一代消
费群体的关注。”谈到用户群体的改变，海南宇星日用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眙铄不无担忧。

海南宇星日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几十年历史的牙膏厂，
其生产的槟榔牙膏产品独特、品质上乘，在海南拥有深厚的用户基础。

证券导报记者调研走访发现，尽管大多数老字号都拥有悠久的历
史和积淀，但也都面临着如何对其文化内涵与品牌价值进行挖掘和整
理的难题，部分老字号对品牌定位尚未与时俱进。在传播中重传统特
色，而少了时代色彩；重其传统文化，没有融入现代文化，因此难以建立
与年轻人沟通的桥梁。

另外，老字号的生长背景决定了其根本属性，例如传统工艺、手工
制作的生产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发展规模。

“万宁后安镇做刀具的传统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在后安打铁最鼎
盛的时候，镇上有四五十家铁匠铺，产出的刀具销售至全省。”万宁后安
绪山刀具厂新一代掌门人纪新飞介绍，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尚未成熟的
时候，生产方式大多是手工方式，而这种方式也决定了老字号所处的年
代多以手工方式进行生产。

目前后安绪山刀具厂依然采用传统的制刀工艺，这决定了老字号
的产品会过分依赖师傅的个人技术，难以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

“太苦了，年轻人都不想进入这个行业了。”在海南炎热的天气下，
环顾半露天生产条件的刀具厂，纪新飞是最年轻的从业者。

据介绍，目前厂内拥有员工近 50 名，大多数都是十几年的老员
工。因为原始的生产条件较为艰苦，工作体力消耗大，新一代的员工青
黄不接，难以培养，这也成为纪新飞心里的一座大山。

燃动老字号②

□ 本报记者 符容菁

海南老字号的“破”与“立”

“经得住百年风雨，经不起市场洗礼。”成为大多数老字号当前
面临的窘境。

今年2月1日，商务部发布了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382个老
字号品牌入选。作为凝结历史文化、产业传承和城市精神的城市
符号，老字号的发展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

据中国品牌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字号企业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6000余家到现在仅剩1600多家，存活率仅10%。
且这1600家老字号中，仅有10%可以盈利，90%经营困难。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
求的变化，一些老字号面临经营机制陈旧、营销理念落后、销售体
系变化的窘境，逐渐从行业龙头企业走向式微，老字号经营不善也
逐渐成为商业社会的普遍现象。

但也有部分老字号尝试改变，试图破局。他们结合自身特色，
紧跟时代潮流作出改变，力争延续多年荣光。

目前，海南拥有47家海南老字号，其中有2家中华老字号。一
块块金字招牌，一段段历史传奇，镌刻着几代海南人的独特记忆。

当前，海南老字号正在遭遇什么样的“中老年危机”，它们又将
如何应对？

老字号的新时代之痛？

时代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每个人自
我更新，对于老字号而言亦是如此。

“过去人们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如
今是酒香也要拼命吆喝。”对于互联网给
人们生活习惯带来的巨大改变，海南沿江
鸡饭店总经理、创始人符之望回顾多年来
的经营历程感慨道。符之望表示，如今年
轻人喜欢在美团、大众点评、小红书等社
交媒体上搜寻美食信息，特别是游客。“线
上营销”是消费者对品牌建立从 0 到 1 的
快速过程。

改变是痛苦的，不改变则更痛苦。
纵观大多数老字号，在价值输出上仍然
选择保守传统的途径。传播途径也较
为受限，依赖实体店周围居民口口相传
的流量。

证券导报记者随机访问了多位海口
市民，许多消费者对于海南当前有哪些老
字号都不甚了解，更不必提新一代的年轻
人对老字号的情怀或是消费老字号的产
品。

然而并非所有的老字号都如同符之
望一样“触网”成功。

中华老字号全聚德曾实行“互联网+”
战略，推出全聚德外卖“小鸭哥”，后因经
营不善，持续亏损，一年多后就宣布停止
营业。

海南宇星日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槟榔牙膏在实体销售受到冲击后，积
极布局线上销售渠道，在美团优选、淘宝、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最后都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寻求智能化改造升级，也
是它们积极改变的努力之一。

早些年，为了发展后安刀产业，万宁后
安刀锻造技艺的传承人纪绪山（纪新飞父
亲）前往广东阳江学习刀具生产，求新求
变，并且建立了一个相对现代化的刀具厂。

“目前，我们计划将广东阳江的工厂
迁回海南，升级万宁的工厂条件与设备，
吸引新的人才，打造海南万宁后安刀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示范基地。”纪新飞表示，
目前由于新建厂所需资金较大，一直难以
实现。

老字号焕新秘诀是啥？

面对新时代复杂的“游戏法则”，老字号
们看起来似乎有些“无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漫长的岁月
中，老字号们勤勤恳恳地维系着城市经济发
展的脉搏，在当前风云变化的经济形势下，
它们谨慎而又不失开拓，恰如其分地做着最
合适自己的改变，犹如一位长者，睿智、耐心
地穿越经济周期。

证券导报记者调研发现，海南老字号
大多是食品餐饮企业，多位从业者表示，
餐饮食品行业目前不仅要面对行业激烈
的竞争，还要应对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
变化。

海南琼菜王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伍志伟表示，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经济
形式，琼菜王要守住“变”与“不变”。

“变”的是不断创新、推出消费者喜爱的
菜品，“不变”的是诚信经营，始终如一的产
品品质。多年来琼菜王的经营之道也是如
此。

“这个店就像我的生命，是我毕生的事
业。”海口阿二靓汤餐饮有限公司楼面经理
何淑兰对其企业文化有较高认同感。

她表示，老字号之所以能生存这么多
年，一方面是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其企业文
化能够留住人才，阿二靓汤中很多员工都超
过 15 年工龄，包括她在内有几个员工都超
过30年。

另一方面餐饮企业涉及方方面面，除
了保证口味，还要创新服务，做好供应链
管理。例如，阿二靓汤创新 24 小时营业
服务，在菜品价格设置方面老少皆宜、丰
俭由人。

在沿江鸡饭店的发展版图中，符之望紧
紧抓住游客群体、新生代年轻群体等高净值
客群，在三亚、杭州、北京持续开店，并将走
出国门，在新加坡设立分店。槟榔牙膏根据
消费者的痛点，推出多功能清洁牙膏，万宁
后安绪山刀具厂在一百多种刀具的基础上，
仍然在更新产品……

实际上，老字号企业一直积极向下扎
根、向上生长，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依然是每个
老字号在遵守的法则。

多年来阿二靓汤坚持开放式厨房多年来阿二靓汤坚持开放式厨房。。符容菁符容菁//摄摄

万宁后安绪山刀具厂内工人正在作业万宁后安绪山刀具厂内工人正在作业。。符容菁符容菁//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