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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聚焦
编者按——

六味斋的酱肉、杏花村的酒、宁化府的陈醋香又醇……37 家“中华老字号”、51 家“三晋老字号”，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寄托着山西“老

醯儿”的满满情怀。立足“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的使命任务，如何让“老字号”续写“新传奇”、焕发新活力，成为所有老字号品牌的共同挑战。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三位省人大代表就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持续上新 让“老字号”续写“新传奇”

■ 本报记者 赵 琴

“推动老字号品牌时尚化年轻化，实现
价值更新，发挥其文化内涵并赋予其现代理
念、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是老字号繁荣
发展、持续焕发生命力的根本途径。”在谈及
如何推动老字号品牌写出新故事时，山西省
人大代表、晋城市阳城县旭昇陶瓷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研究员乔香平如是说。

2024年 2月，晋城市阳城县旭昇陶瓷科
技有限公司品牌“乔家窑”入选商务部等 5
部门公布的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作为

“乔家窑”第十一代传承人，多年来，乔香平
一直致力于珐华技艺的保护传承，让古老珐
华融入现代生活，推动老字号开发时尚化产
品，促进老字号焕发新活力。“一定要将这个
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发扬光大，打造

‘永远年轻’的‘老字号’。”乔香平对记者说。
老字号承载着独特技艺和传统文化精

髓，是传统文化和产业品牌的瑰宝，既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近
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老字号的
传承与发展，不断挖掘老字号潜力，加大老
字号保护与支持力度。2024 年，山西省商
务厅等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老字
号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建立老字号保
护体系、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激发老字号
创新活力、培育老字号发展动能 4 个方面提
出若干条具体措施，旨在进一步挖掘老字
号潜力，加大老字号保护与支持力度，助力
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

乔香平表示，“意见的出台为传承和创
新发展老字号品牌指明了方向，面对当前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需求、新业态不断涌
现的现状，老字号品牌如果不与时俱进，不
创新迭代自身产品，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为此，乔香平建议，老字号品牌要对接
时尚元素，捕捉年轻一代的爱好，开发更多
蕴含传统文化、富含时尚元素、符合时尚消
费观的年轻态产品，唤起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跨界融合发展，联合文创品牌
等实现跨界互动，开发文化创意创新产品，
提供定制化服务，举办文化体验活动，延伸
老字号品牌价值。

老字号时尚化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
新与迭代。乔香平建议，“要鼓励和支持老
字号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将当
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设备引入生产
中，更新升级设备。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对
一些较原始的生产操作方法进行改进，推
进现代生产方式。”

老字号品牌如何走出新销路？“可以通
过跨界合作等方式拥抱新消费群体，比如
与年轻人热衷的 IP 联名，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老字号品牌。还可以尝试将传统制作
技艺带到商场、快闪活动现场等，通过技艺
展示、工艺体验，制造与消费者亲密接触的
机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身感受传统工艺
的魅力，让老字号在青年消费群体中重新

‘香’起来。”乔香平说。

拥抱新时尚拥抱新时尚 书写老字号书写老字号““不老不老””故事故事

■ 本报记者 侯进林

太原有这样一句老话：“杏花村里老
白汾，太原城内六味斋。不吃六味斋，不
算到太原。”六味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
代乾隆年间，是国内食品行业现存为数不
多的具有 200 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之一，
历 经 数 百 年 的 沉 淀 与 传 承 ，依 旧 生 机 勃
勃。为了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六味
斋不断推陈出新——新品西冷牛排帕玛
森芝士刀削面、云梦坞露营烧烤、毛血旺
预制菜……近年来，兼具传统与现代风格
的六味斋“国潮新品”纷纷涌现。

“六味斋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为基础，
以 匠 心 守 初 心 ，积 极 求 变 ，创 新 发 展 ，严
守‘ 质 量 关 ’，持 续 擦 亮‘ 中 华 老 字 号 ’品
牌 。”山 西 省 人 大 代 表 、山 西 六 味 斋 控 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军告诉记者，省商

务 厅 、省 文 旅 厅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省 文 物
局 联 合 制 定《三 晋 老 字 号 认 定 管 理 办
法》，从 三 晋 老 字 号 示 范 条 件 、申 报 与 认
定、动态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推
动三晋老字号品牌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现代零售
体系，引导老字号创新发展。这更加增强
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山西老字
号 大 有 可 为 。”崔 军 告 诉 记 者 ，山 西 省 老
字号正朝着不同方向积极转型，推动线上
线下一体化发展。如“唐都”开展信息集
成、大数据可视化定制体验销售，努力推
进工业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让平遥推光
漆器走向未来；宁化府益源庆醋业开创性
发行“宁化府小王爷”“益源庆千金”等数
字藏品，以二次元形象打造全新 IP，开拓
了跨界融合新思路。这些举措均提升了

老字号的品牌影响力。
在 消 费 升 级 浪 潮 中 ，“90 后 ”“00 后 ”

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老字号品牌应如
何顺应市场，实现年轻化？崔军表示，新
一代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需求更加多
元且新潮，老字号企业应主动适应消费人
群的消费变化，不断拓宽消费场景；加快
与 互 联 网 融 合 ，从 购 物 体 验 、浏 览 体 验 、
场景体验、观感体验等方面入手，努力实
现线上线下无缝链接高品质服务，让老字
号品牌在可视化生活中焕发光彩。此外，
要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加强技术研
发 与 产 品 创 新 ，有 针 对 性 地 对 生 产 、销
售、服务等供应链全链条改造提升。

“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思
路，建议制定出台山西省老字号传承与发
展条例，让山西老字号传承和发展有法可
依。”崔军说。

让更多年轻人让更多年轻人““恋恋””上老字号上老字号

■ 本报记者 常雪丽

山西广誉远作为拥有数百年历史
的老字号，龟龄集、定坤丹等更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精湛的制药技艺。然而，在
现代市场环境下，像广誉远这样的传
统老字号面临着诸多挑战。山西省人
大代表柳欣是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
司一名炮制师，他认为，在这个瞬息万
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品牌的发
展与创新已不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
而是与全省经济活力的激发以及文化
传承紧密相连。特别是老字号品牌，
对其进行品牌唤醒与创新变革，在提
升全省品牌影响力、推动产业升级方
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柳欣从三个方面分析目前老字号
品牌存在的问题。从市场份额来看，
虽然拥有特定的消费群体，但整体市
场占比仍有待提升。比如，新兴的保
健品、药品品牌层出不穷，凭借新颖的
营销手段和多样化的产品形式，迅速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挤压了传统老字
号的市场空间。在品牌认知方面，存
在地域局限性。很多传统老字号在当
地及部分传统市场知名度较高，但在
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
中，品牌知晓度较低，甚至有很多人不
知道其存在，更不用说了解其功效和
文化内涵。产品创新与适应性问题也
较为突出。传统老字号产品，往往遵
循古老配方和工艺，在产品剂型、包装
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快节奏生

活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柳 欣 表 示 ，老 字 号 品 牌 向 来 与 品

质紧密相关，其背后是“工匠精神”与
“工匠文化”的支撑。这种品质不仅体
现在产品的卓越质量上，更体现在对
工作的敬畏、对品牌的信仰以及对消
费者的负责态度上。随着消费渠道向
碎片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老字号企业
虽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但也
必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顺势而上、勇
立潮头。

“老字号品牌转型，并非只是更换
包装、贴上标签，而是要在守正中不断
创新。”柳欣建议，在转型过程中，传统
老字号企业必须坚持以实体为基础、
以创新为核心，在不断去粗取精中传
承传统。一方面，营销方式要跟上时

代。在全媒体时代，不能守在一个地
方吆喝，要让更多人看见听见，这就需
要老字号企业广开思路，在宣传上多
下功夫。另一方面，好的营销需要好
的产品支撑，老字号企业要对产品有
准确的定位，要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不断提升工艺水平，更新生产技
术 ，完 善 制 作 过 程 ，不 断 提 升 产 品 质
量，才能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与肯定，将
创意转化为实际收益。

“ 跨 界 融 合 可 以 帮 助 传 统 老 字 号
走出一条新路，比如中药企业与餐饮
企业跨界融合，开发一系列养生佳肴，
既能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又能为餐饮文化注入新活力。”柳欣建
议，传统老字号可以与其他品牌跨界
合作，相互借助影响力和市场渠道，提

升知名度和美誉度，让老字号产品走
进千家万户；跨界合作还能推动品牌
之间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产业亮点，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为全省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品牌的
塑 造 需 要 长 时 间 的 沉 淀 。 传 统 老 字
号就像百年大树，代表品质与传承的
主干坚实厚重，面向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分支不断发展，才能在新时代的环
境中开花结果。”柳欣表示，希望政府
从 政 策 、资 金 、人 才 等 方 面 积 极 鼓 励
和 支 持 老 字 号 品 牌 勇 敢 探 索 创 新 发
展之路，助力它们在全国乃至全球市
场展现山西品牌的独特魅力和实力，
为 全 省 经 济 社 会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力量。

在守正创新中展现老字号独特魅力在守正创新中展现老字号独特魅力

山西省人大代表、晋城市阳
城县旭昇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研究员

乔
香
平

（上接第一版）
“如果说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那执行就是这道防线的最后一环，
执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也事关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省人大代表曹宪
强建议，针对辖区内不同案件要做好交叉执行、
异地执行、提级执行等工作，切实解决执行难
点、堵点，同时，还要常态化开展涉民营企业、金
融、民生、党政机关等专项执行活动，用足用好
依法拘传、拘留、移送拒执等强制执行措施，敦
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此外，要持续开展
有力度、有规模、大声势的执行工作宣传，重点
加强对终本案件、“执行不能”、失信惩戒、打击
拒执罪等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采取异地交叉执行、协同执行等方式，执
结 4787 件难案积案骨头案，执行到位金额 19.2
亿元。”省人大代表薛世杰对此深有感触，“要

‘线上线下齐发力、财产静态动态一起查’才能
客观真实地分析研判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应当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查找、查控优势，助力执行专
项行动。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犯罪行
为，应及时提起公诉，并畅通自诉渠道，促进当
事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维护司法权威和当事
人合法权益，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执结案件 29.17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553.2
亿元，执行到位率 54.34%，同比上升 4.75 个百分
点，优于最高法院质量管理指标合理区间上限
2.34 个百分点。”代表们对这一个个数字给予充
分肯定。

深化“数智赋能”
提升司法质效

“这是我们检察院首次应用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平台开展公益诉讼监督工作。”山阴县人

民检察院贯彻落实数字检察战略，向相关行政
机关调取 2023年以来建筑施工许可证台账及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相关信息。在数据比对中，
公益诉讼干警自建适合山阴检察实际的数字检
察模型，并在应用中筛选出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线索 20 条，通过核查，最终确认 7 个施工建
设项目未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质效评价体系，运用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1200 余次，监督成案 3026
件，山西 12 个法律监督模型被最高检发布推
广。”2024 年，山西省检察院深入推进数字检察
战略，成效显著。

省人大代表呼静波说，数字检察工作开展
以来，法律监督取得了扎实成效，但还存在一些
问题不容忽视。推进数字检察，理念转变是关
键，要推动检察人员的理念革新与思维转变。
围绕共享共治，拓展数据流通渠道，加强数据整
合，结合办案实际，把“重在应用”作为工作落脚
点，将平台上现有成熟模型落地应用作为主要
发展方向，选择实用、好用的模型，用活、用好大
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办案实效。同时，要注重培
养锻炼办案人员的技术运用能力及技术人员的
业务素养，纠正“数字检察是技术部门一家的
事”的错误认知。

“目前检察机关为律师提供电子卷宗光盘
的便利期间仅限于案件处于审查起诉期，案件
移送法院后不再提供。”省人大代表王文杰表
示，目前，已有检察机关为律师打开了这扇方便
的大门，在案件移送法院后仍然为律师提供电
子卷宗光盘。他建议，检察院要与法院互相配
合协作，检察院将卷宗电子化信息化，尤其是在
变更起诉、追加诉讼后及时补充电子卷宗并移
交至法院，提高电子阅卷覆盖率，提升司法管理
信息化水平。

（上接第一版）
“能耗强度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并持续下

降。”省长金湘军向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如是说。“十四五”以来，山西淘汰落后
煤电机组 245 万千瓦，完成现役机组“三改联动”
6531 万千瓦，建成投运 6 台百万千瓦机组，60 万千
瓦及以上机组占煤电机组的比例约 50%，平均供
电煤耗较 2020 年下降 12 克。这是山西持续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降能耗、提能效的一个缩影。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公司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量 1009.11 吨，预计全年排放量 1101 吨，可控制
在集团年度考核指标 1113 吨内。”省人大代表、中
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峰表示。

建设绿色矿山，不负绿水青山。平朔集团持
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2025 年，我们将继续加大绿色低碳研发投
入，大力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换电和充电卡车
研究引进、绿氢和温室气体捕集利用封存等减碳、
零碳和负碳技术研发，同时持续攻关煤炭绿色智
能开发与矿井水保护利用、煤电化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等清洁低碳技术，推动煤电化产业绿色低碳
转型升级”，刘峰说。

在 原 平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的 忻 州 同 德 科 创
PBAT 新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现场，高塔比肩
林立，储罐星罗棋布，管道纵横交错。传统产业实
现改造提升的同时，山西省重点锚定绿色低碳，不
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项目主产品 BDO 是以电石和甲醇为主要初
始原料，经过一系列工艺流程生产的一种精细化
工材料。”省人大代表、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烘表示，BDO 可广泛应用于氨纶、可
降解塑料、新能源电池，尤其是可降解塑料废弃后
可直接经化学变化分解为二氧化碳、水等，根本上
解决由聚乙烯、聚氯乙烯制成的传统塑料因无法
分解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

从民爆行业的佼佼者到投资 36 亿元开发可
降解塑料新材料，同德化工乘着山西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东风，在“双碳”背景下实现稳步发展
的绿色嬗变。

共建共享
同绘美丽山西新画卷

共享美是美丽山西的关键支撑和最终目的。
2024 年，山西一体推动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
河湖等“美丽系列”建设，梯次推进健康城镇、绿色
学校、生态社区等“美丽单元”建设，聚小美为大
美，绘就美美与共的美丽山西新画卷。

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村有着秀美的自然
风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从
2019 年开始，山西农业大学就在丈河村实施乡村
示范村建设行动等项目，探索出“森林康养+康养
农业”生态特色产业新模式。如今的丈河村日均
进出车辆约 1000 车次，成为晋豫两省群众夏季康
养的热门地。

绘好城乡一张图，下好城乡一盘棋。2024 年
以来，山西省积极统筹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
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新增 1520 个行政村完成
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
30.7％；健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省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超过 96％……

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 11 市 39 县 299 个村
人居环境问题开展暗访，推动建设更多美丽宜居
乡村。

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
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三晋绿色生活”碳普惠
平台，是山西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参与“减污
降碳”的重要载体，围绕与衣、食、住、行、游、用等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领域，提供多种减排场景
和激励机制。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接入百度地图、
滴滴青桔、美团、饿了么、快电、广汽丰田、爱分类
爱回收等多个减排场景和激励场景。

该平台上线以来，在“三晋绿色生活”小程序
上，用户的绿色低碳行为如旧物回收、绿色出行等
均可以被量化记录到个人碳账本中，按照相关方
法核算和记录相应减碳量，并获得相应的绿色积
分，绿色积分可用于兑换消费券、优惠券、特色服
务等。每一次的绿色低碳行为都能被记录、被看
见、被肯定，碳普惠、碳账本的激励效应不断被释
放。

“生态底色更加浓郁，绿色转型深入人心，
美丽山西生机勃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美在环境’‘美
在 发 展 ’‘ 美 在 机 制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美丽山西建设必将持续发
力。”省人大代表、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杨
荷花表示。

逐“绿”而行，向“绿”而生。今天的三晋大地，
蓝天白云、鱼翔浅底、水鸟翩跹，勾勒出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让三晋儿女的幸福生
活底色更靓、成色更足、特色更鲜明。

“碳”寻新路 向“绿”而行

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六味
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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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广誉
远国药有限公司炮制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