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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游客在北京温榆河公园观灯赏景。

新华社发（梁志强 摄）北京

热闹红火迎佳节
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年味渐浓，人们通过舞龙舞狮、写春联、观灯展等

方式喜迎新春佳节。

2 月 5 日，人们在安徽省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中表演国家级

非遗项目“肥东洋蛇灯”。 新华社发（阮雪枫 摄）

2 月 6 日，游客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古城大红灯笼下观赏

游玩。 新华社发（张涛 摄）

2 月 5 日，人们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城年货

集市上选购新春饰品。 新华社发（磨桂宾 摄）

2月 5日，游客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坡阳古街游览。

新华社发（胡肖飞 摄）

安徽

山东

贵州

浙江

神州迎新春，老字号上“新”。商务

部等 5 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

名单，正式认定 382 个品牌为中华老字

号 。 至 此 ，全 国 中 华 老 字 号 数 量 达 到

1455个。

认定新品牌、顺应新需求、展现新

趋势，从时间中走来的中华老字号，也

将 在 时 光 沉 淀 、市 场 洗 练 中 焕 发 新 气

象、开拓新市场。

品牌上“新”，老字号焕发
新活力

创建于 1953 年的马凯餐厅在这新

一批中华老字号中。

“哎哟，马凯不一样了！”近日，探索

多元化餐饮市场的“马凯·1953”首家门

店月坛店试营业，前来就餐的张先生一

进门便感慨。

踏入门厅，光影长廊展示着北京与

湖南的人文地标，新中式的设计风格端

庄典雅，让顾客沉浸式享受美食与人文

的交互体验。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度和品质，

部分食材是在用餐当天空运抵达，需要

顾客提前 3 天预订。”店长陶然说，开业

以来餐厅包厢预订一直火爆，也为今后

增开门店增添了信心。

继去年 55 个中华老字号被“摘牌”

后，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出炉，新在何处？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君表

示，新认定的老字号品牌在管理层面表

现出更为先进的理念和模式，使产品和

服务更具市场竞争力。

2 月 1 日，上海老字号品牌馆二期对

外开放，上海老字号嘉年华同时开幕，

其中不乏新晋中华老字号身影。

英雄牌钢笔、美加净牙膏、国光口

琴……新一批中华老字号中 34 个品牌

来自上海，上海中华老字号品牌达 197

个，全国居首。

三四年间，国光口琴年销售额翻了

两番，出口占六成，远销东南亚、美国等

地；英雄钢笔 100 升级版，笔身手工填

漆、真空电镀；《繁花》主人公用过的美

加净牙膏迅速涨粉……

上海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建设处处

长王纪升说：“新一批品牌近年来发展

较快，技术含量更高，创新能力较强，品

牌保护意识较好，而且不少品牌能够更

好参与国际竞争。”

更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

更加聚焦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更加强调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商务部用三个

“更加”总结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特

征。据统计，新一批中华老字号 2023 年

实现营业额平均值较前两批进一步提

升。

守正创新，老字号打开新市场

打开年轻人常用的潮流网购社区

“得物 APP”，海鸥手表、永久自行车、回

力球鞋……一批中华老字号商品处于

热销状态，评论区晒图、讨论一浪接着

一浪。

去年 8 月，永久在得物 APP 限量首

发 联 名 款 自 行 车 ，吸 引 大 量 用 户 关 注

和 收 藏 。 2023 年 ，永 久 自 行 车 在 该 平

台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近 5 倍 ，超 七 成 用

户是“95 后”。

美团数据显示，最近一周，“老字号

年夜饭”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前一周增

长超 70%。为迎接龙年春节，京东超市

上线了数百款由老字号品牌结合敦煌

IP 打造定制礼盒。截至目前，在京东超

市已有 18 家老字号品牌销售过亿元，60

余家突破千万元。

老字号“触网”，变身“新网红”，正

是老字号顺应时代发展，创新传递品牌

价值，守正创新发展的一个侧影。

楼外楼的十二道非遗名菜，融入新

口味和元素，做到既价格亲民又提升食

材品质；内联升推出龙头宝宝鞋、龘龘

室内家居鞋、鱼跃龙门主题系列；鸵鸟

墨水研发出国潮彩墨系列产品，再现中

国传统色彩美学……

越来越多老字号正通过多元的营

销方式、丰富的产品功能、跨界的品牌

合作来重塑品牌定位、培育年轻市场、

开拓未来市场。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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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匠心，老字号方能历
久弥新

黄酒、白酒、米醋、酱类产品……酱

酒醋里飘出乡愁与佳节的味道。

在浙江省丽水市鱼跃酿造食品有

限公司的鱼跃 1919 文化产业园，许多市

民、游客体验捣酱、做甜酒酿等传统年

俗技艺。最近一周这里单日游客量环

比增长超 20%，酱酒醋系列产品销售迎

来小高峰。

鱼跃酿造技艺传承人、第十代掌门

人陈旭东说：“‘鱼跃’品牌被认定为新

一批中华老字号，离不开对于酿造工艺

历经百年的传承与优化。事实证明，十

代人的坚守，值得。”

时移世易，而匠心永恒。匠心铸就

的品质，让老字号赢得了世代相传的好

信誉、好口碑，打造出传承至今的“金字

招牌”。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店铺旁，绵延

400 多年的木版年画技艺正吸引着南来

北往的游客；浙江嘉兴五芳斋，代代相

传的水吊浆工艺造就了汤圆的香甜爽

滑；庆丰包子铺引进智慧食品安全管理

系统，对后厨操作、设备等进行 24 小时

不间断监测……

筑牢品质之基，老字号方能举高品

牌之旗。以质量塑造品牌生命，需要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

在商务部等部门建立实施“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机制下，全国多地出台

老字号传统技艺保护传承举措。例如

北京支持老字号企业积极申报北京市

技师大师工作室；河南出台政策支持符

合条件的老字号传统工艺传承人申报

评审职称；山东通过提供传习场所、经

费补助等形式，为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开

展收徒传艺等提供支持。

2024 年 ，商 务 部 将 办 好“ 老 字 号

嘉 年 华 ”和“ 老 字 号 数 字 博 物 馆 ”，推

动 老 字 号 保 护 传 承 和 创 新 发 展 ，为 国

货“潮品”消费厚植文化和商业基础，

让 优 质 国 货 激 发 出 居 民 生 活 和 消 费

的新热点。

（新华社北京 2月 6日电 记者 谢希

瑶 魏弘毅 吉宁 周蕊 张旋 于典）

中华老字号上“新”，新在何处？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罕见的雨雪冰冻天气持续，

湖北各地加强路面巡逻、救助受困群众

和车辆，在受冰冻灾害部位开展除冰融

雪、警车带道压速等工作，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护航群众回家路。

图为 2月 6日，宜昌公安交警在岳宜

高速上疏导车辆通过积雪路段（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护
航
回
家
路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没有耕

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如何严格落

实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

求，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制度体系。

“我国人均耕地数量少、质量总体

不高、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任重道

远。”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王东杰

说，保障耕地数量，必须严守耕地总量，

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新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明确了 18.65 亿亩耕地和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且逐级

分解下达到各地。对此，中央一号文件

对落实好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合法占用耕地方面，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

持“以补定占”，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

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

用耕地规模上限。

“对乱占、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包

括乱建‘大棚房’、破坏黑土地、非法取

土等，必须坚持零容忍，坚决整治、严厉

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韩文秀说，

对耕地“非粮化”，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

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农民增收的关系，

细 化 明 确 整 改 范 围 ，合 理 安 排 恢 复 时

序，分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

耕。

严守耕地总量的同时，是提升耕地

质量。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张征说，

中央一号文件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

手，部署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优先把东

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

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

提高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取消各

地对产粮大县资金配套要求，确保建一

块、成一块。同时，健全补充耕地质量

验收制度，加大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力

度，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

挖掘后备耕地资源，同样是加强耕

地保护和建设的着力点。

韩文秀说，这方面重点是做好“两

块地”的文章：一块是撂荒地，鼓励各地

因 地 制 宜 把 撂 荒 地 利 用 起 来 ，宜 粮 则

粮、宜经则经，对确实无人耕种的，支持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多 种 途 径 种 好 用

好。另一块是盐碱地，随着科技进步，

开发潜力相应增大，要“以种适地”同

“以地适种”相结合，种子和盐碱地相互

适 配 ，分 区 分 类 开 展 盐 碱 耕 地 治 理 改

良，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有效途径。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三位一体”保护耕地：

守住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于文静

新华社福州 2月 6日电（记者 王优

玲 董建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在福建

省福州市召开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现

场会。会议强调，各地应加快保障性住

房建设，抓好制度建设和项目开工，并

做好第二批项目筹备，持续做好项目谋

划和储备。

会议要求，各地要抓制度建设，尽

快出台地方实施意见及配套办法。要

抓项目开工，对第一批已经确定的项目

倒排工期，确保按时开工，如期交付。

要抓第二批项目筹备，加快形成“实施

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目滚动

推进机制。同时，要抓配套政策落地，

落实好中央补助资金、专项债券、商业

配套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支持政策。

会议指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是在新形势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要求，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重

构 市 场 和 保 障 关 系 的 一 项 重 大 改 革 ，

对 于 解 决 工 薪 收 入 群 体 住 房 困 难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改 善 城 市 面 貌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各 地 要 进 一 步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

深刻认识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构

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意义。加

大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和 供 给 ，有 利 于 完

善“保障+市场”的住房供应体系，保障

性住房满足工薪收入群体刚性住房需

求 ，商 品 住 房 满 足 城 乡 居 民 改 善 性 住

房 需 求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住 房 的

多样化、多元化需求。

会议强调，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各 地 要 合 理 确 定 保 障 范 围 和 准 入 条

件 ，对 社 会 公 布 ，建 立 常 态 化 受 理 机

制 ，将 符 合 条 件 的 工 薪 收 入 群 体 纳 入

轮 候 库 ，在 合 理 轮 候 期 内 予 以 保 障 。

要 以 编 制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为 抓 手 ，完 善

“ 保 障 +市 场 ”的 住 房 供 应 体 系 ，建 立

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新机制，将保障

性住房建设作为住房发展规划的重要

内容，根据保障性住房需求，科学确定

保障性住房发展目标，以人定房，以房

定地、以房定钱。

会议要求，要探索建立保障性住房

房屋体检、养老、保险三项制度，为房屋

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要选择部

分保障性住房项目作为示范工程，以绿

色、低碳、智能、安全为目标，打造“好房

子”样板，让人民群众的居住生活更加

舒适美好。

此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决策

部署，宣传推广经验做法，座谈交流工

作进展，部署第二批项目筹备，推动加

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全国 12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7 个城市住房

城 乡 建 设 部 门 有 关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会

议。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福州市滨海

双龙新居保障性住房项目，听取了福州

市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经验介绍。

住房城乡建设部：

持续做好保障性住房项目谋划和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