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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外卖配送员等户外
工作者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

北京 CBD （中央商务区） 的一处临街位置，坐落着
一间“骑士驿站”。据了解，这家驿站由北京CBD管委会
与相关企业共同打造，如今已成为附近户外劳动者补给
和休息的“基地”。

走进驿站，凉爽的空调风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几面墙
上布置着表彰劳动者的“荣誉月榜”，一旁的书架挂着“书香
企业阅读社”字样，摆放着《平凡的世界》《论语》等书籍。

进入驿站大厅，桌上摆放着医疗急救箱，椅子旁摞
着成箱的矿泉水，地上放着几个新鲜的西瓜，冰柜里有
饮料可以随时取用，一旁的矮柜上还摆放着供户外劳动

者加热盒饭的微波炉。再往前，则是配有折叠床的休息
室，几位骑手正在小憩。

“附近订单数量比较多，这里又有生活物资、有空
调，方便休息，所以我们经常来。”外卖配送员小张是
驿站的常客，没有订单的闲暇时间以及午休时间，他
会来这里歇歇脚。骑士驿站冬暖夏凉，为户外劳动者

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夏天提供解暑饮品、冰镇西瓜；
冬天会提供护膝、手套、暖宝宝；下雨时，驿站还会
准备雨衣。

“能提供防晒霜吗？”在一次骑手座谈会上，一位女
性骑手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很快，驿站妇委会给驿站配
上了防晒霜以及一些卫生用品。驿站内还专门设置了女

性休息室，使用粉色围帘。
前不久，驿站组织了一次骑手体检，体检仪器直接

搬进了驿站。CBD 工会还为骑手每人配发一个暖心药
包，包含冰贴、常用药品等，骑手不仅可以自用，在配
送过程中如遇到有人中暑，也能紧急施救。驿站还定期
对骑手进行交通安全、应急措施等教育培训，提高骑手
自救与互助的能力。

除了北京 CBD“骑士驿站”，北京其他地区以及上
海、南京、杭州等地也开设了类似的站点，如北京市团
结湖“骑士驿站”、上海市新业态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
心、浙江省杭州市“骑士驿站”等。这些“骑士驿站”
将更多关爱传递给劳动者。

走进“骑士驿站”
李奕潼 宣佳佚 李飞斐

胡同文化被“搬”到糕点上，中医养生膏

方进入咖啡馆……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字号有

了新面孔，成为“潮”品牌。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传承独特产品、技

艺或服务、理念，取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品牌，

是中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

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

家、地方老字号3277家，老字号广泛分布在食

品加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20多个领域，

全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2万亿元。

近年来，一大批老字号深挖传统文化，大

胆跨界创新，推出富含时尚元素、符合消费需

求的创意产品，持续营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

费新活力。

▲▲在北京稻香村零号店在北京稻香村零号店，，顾客正顾客正
在拍摄糕点制作过程在拍摄糕点制作过程。。 曹思源曹思源摄摄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鼓楼历史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鼓楼历史
文化街区内文化街区内，，将老字号与文化创业产将老字号与文化创业产
业相结合业相结合，，使老街区重新焕发活力使老街区重新焕发活力。。

胡学军胡学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膏方咖啡膏方咖啡。。 沈湛沈湛杰杰摄摄

▶▶在上海市豫园文创商在上海市豫园文创商
店里店里，，老字号老字号““国潮国潮””产品产品
深受游客喜爱深受游客喜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摄摄

守得住经典，当得了“网红”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上有一处店
铺，即便烈日当空，门口也排着长长的队
伍，这就是“网红”打卡地——北京稻香村
零号店。

走进店内，只见人头攒动，现烤区的师
傅端出一盘盘热腾腾的点心，打包区的工作
人员将它们装进纸盒，用绳子捆扎起来。“这
是‘胡同门牌’，这是‘狮子门墩’，这是

‘龙头门环’……这些点心又好看又好吃，经
常卖断货。”北京稻香村零号店项目负责人曹
思源向我们介绍。

胡同文化为什么出现在糕点上？“作为中
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一直注重挖掘传统文
化。但是随着新产品不断推出，很多‘国
潮’元素已经被使用过了，如何出新出彩就
变成了一个难题。”曹思源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曹思源对胡同
有着特殊的感情。“胡同里有很多特色元素，
像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为什么不把胡
同文化带入糕点制作中？”曹思源将目光投向
了遍布北京的大小胡同。为了寻找灵感，她
和研发团队经常“头脑风暴”一番，还会去
胡同里采风。“胡同里的门墩、门环等元素充
满京味儿，这与北京稻香村的品牌风格‘不
谋而合’。”曹思源说。就这样，北京胡同系
列糕点诞生了。

与北京胡同产品类似，二十四节气产品
走红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据曹思源介绍，早在 2009 年，北京稻香
村就开始做二十四节气相关产品，但市场认
知度不高。经过 10多年推广，二十四节气系
列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喜欢。“我们挖
掘每个节气的应季食物，不断对二十四节气
系列产品进行更新、改进，推出‘谷雨椿芽
酥’‘立秋知秋糕’‘小满桂圆酥’等食品，
包装也体现节气文化，受到市场的广泛认
可。”曹思源说。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
气倒计时短片的创意惊艳了世界，也坚定
了曹思源的想法：做足二十四节气文章。
今年 3 月 24 日，北京稻香村第二家零号店开
业。由于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这家店铺
也被称为“廿四节气馆”。店内会随着季节
调整装饰、推出糕点，吸引了很多市民游
客打卡拍照。

目前，两家零号店里均有 40余种特色糕
点和 6 款京味茶饮，很多是以传统文化为主
题，将京味文化浓缩在方寸之间，保留在人
们的日常饮食中。

老字号守得住经典，也当得了“网红”。
随着“国潮”“国风”兴起，很多老字号顺势
创新，推出时尚新产品。老字号茶叶品牌吴
裕泰，推出茶味冰激凌、茶味饼干等产品，
引得年轻人排队购买。老字号手表品牌上海
表，推出 《大闹天宫》 主题腕表，将孙悟空
经典动画形象镌刻在腕表底盖上。

近年来，老字号发展创新不断迎来政策
利好。2022 年初，商务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
“实施老字号保护发展五年行动”，“将老字号
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融入现代生
产生活”。今年初，商务部等 5部门联合印发

《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进一步促
进老字号创新发展，更充分地发挥老字号在
商贸流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示
范引领作用。

跨界探新路，营造新体验

当中医药“牵手”奶茶，当茶叶遇上冰
激凌，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当下，老
字号通过跨界创新，在年轻消费群体中不断
圈粉。

中华老字号东阿阿胶联合茶饮品牌奈雪
的茶，将阿胶和奶茶相结合，推出了“阿胶
奶茶”饮品，解锁年轻人养生新方式。阿胶
是滋补佳品，为什么与奶茶混搭在一起？山
东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奶茶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饮品，跨界合
作不仅能为老字号带来新流量，还能传播养
生文化。

跨界创新并非易事。东阿阿胶与奈雪的
茶联合进行新产品研发，采用上百种阿胶粉
与奶茶搭配，不断尝试、改进设计方案：使
用什么糖？什么茶底与阿胶粉更搭？黄金配
比是什么？如何在满足健康需求的基础上改

进口感？……一个老字号、一个新茶饮，各
自发挥特长，终于开发出主打“健康”的阿
胶奶茶，还推出“国潮”包装、手提袋、杯
套、胶带等周边产品，传递出老字号深厚的
文化底蕴。

与阿胶奶茶一样，膏方咖啡也给消费者
带来了新奇体验。

今年6月，百年医药老字号方回春堂联合
咖啡品牌八角杯，将雪梨膏等传统膏方与咖
啡相结合，推出膏方养生系列咖啡饮品。

膏方咖啡一上市，就有年轻人抱着猎奇
的心态尝试，并在社交平台分享这款咖啡的
口感，引来一波消费热潮。“前几天，八角杯
咖啡门店的膏方原料用光了，连忙打电话让
我们送过去。看到中医养生文化这么受欢
迎，做膏方的老师傅很开心。”浙江省方回春
堂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朱绮虹说。

朱绮虹表示，方回春堂这些年一直在探索
跨界创新。山楂棒棒糖、雪梨膏软糖等产品广
受好评，黑芝麻丸零食一年就卖出约500万颗。

通过跨界创新，老字号不断扩大“朋友
圈”，营造消费新场景。老字号食品品牌乾
生元联合苏州博物馆推出了“一碗‘書’
州面”等文创礼盒，联合南京博物院推出
了“蟹逢知己”等系列文创礼盒，给产品
注入更多文化内涵。老字号食品品牌冠生
园生产的“大白兔”奶糖远销海内外，冠
生园与化妆品企业联手打造的大白兔润唇
膏，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教
授杨越明认为，老字号要拓展原有的消费群
体，突破以“老”为核心的刻板印象，一个
便捷的渠道就是跨界合作。比如，“老字号+
文博文创”“老字号+国漫”等，这些创新在
提升品牌趣味感的同时，增强了消费者对老
字号的品牌识别。

借助“旅游+”，营销更高效

老 字 号 不 仅 “ 潮 ” 在 产 品 ， 还 “ 潮 ”
在营销。

“现在大家看到的雷峰塔，是一座彩色铜
雕宝塔。朱炳仁先生曾经耗费 280吨铜，为雷
峰塔穿上五彩铜衣，让其防火、防雷、防蛀。”在
浙江省杭州市雷峰塔景区，工作人员话音刚
落，游客便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拍起照来。

朱炳仁是老字号品牌朱府铜艺的第四
代传承人，他承袭朱府铜艺，创立国潮新品
牌朱炳仁·铜。近日，朱炳仁·铜推出“跟着
朱炳仁游杭州”文旅路线，这是一条融合艺术
家作品与自然景观的旅游线：雷峰塔、香积寺、
南宋德寿宫、江南铜屋……将朱炳仁铜雕文
化，变成游客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体验。

“‘跟着朱炳仁游杭州’宣传了传统铜
雕文化，提升了产品销量，是一种创新的营
销方式。”朱炳仁·铜文创事业部副总裁廖润
丹说。

这个创意营销是如何诞生的？据廖润丹
介绍，“年轻人对铜艺不熟悉，我们的铜器做
出来了，但销量达不到预期。”杭州是知名旅
游城市，于是，廖润丹想到了借助“旅游+”
提升大众对铜艺的认知度。“现在年轻人讲究

‘体验感’‘沉浸式’旅游，我们就制定了一
条专属旅游路线，吸引年轻人。”廖润丹说。

很多老字号正借文旅融合的“东风”，寻
找发展新机遇。

亭亭如盖的青翠榕树，“鱼骨状”的里坊
格局，鳞次栉比的名人故居……福建省福州
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热门旅游
地，这里分布着不少老字号，同利肉燕老
铺就是其中一家。

肉燕是福州一道特色传统小吃。在同利
肉燕老铺前，阵阵木槌声此起彼伏。老铺的
第四代传人陈君凡一遍遍捶打砧板上的肉
团，展示传统肉燕制作技艺，吸引了不少游
客围观。老铺可同时容纳100多人就餐，游客
不仅能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现场体验捶肉、
擀皮、包制、烹饪等技艺。

2022 年 12 月，商务部等 3 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动促进
品牌消费的通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商
业街、步行街吸引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入驻，促进抱团发展。引导老字号在旅游景
区开设旗舰店、专卖店，结合景区特点开发富
含文化特色、匠心技艺的旅游产品”。

老字号还借助数字化手段，创造文旅融
合新体验。打开“广州老字号数字博物馆”
微信小程序，一幅手绘的老字号地图映入眼
帘。地图上汇聚了广州酒家、陶陶居、陈李
济、致美斋等老字号，轻点屏幕，就可以看
到老字号的地理位置、产品介绍和品牌故
事，还可以线上购买老字号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