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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
·市场扫描·

■ 何 珂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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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加强老字

号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促进老字号历史文化

资源利用以及激发品牌消费潜力 3 个方面提

出系列政策举措和具体任务，推动老字号依

托历史底蕴和文化精髓开发创意产品、营造

消费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

历经百年的老字号，浸润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一杯一盏、一

碟一碗，盛满了传统饮食文化的智慧；一屏一

扇、一帽一衫，展示的是传统手工艺的精妙。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支持老字号品牌和历史

文化资源联动，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和激发品

牌价值潜力，促进老字号长足发展、历久弥

新。同时，对当前处于复苏中的消费市场来

说也可谓是“锦上添花”。

老 字 号 承 载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产 ，是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目 前 ，全 国

共有 356 处老字号旧址、7000 余处与老字号

相 关 的 遗 存 被 登 记 公 布 为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

1128 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中，有近 800 家涉及

非遗项目。支持老字号品牌和历史文化资

源 联 动 ，首 先 就 要 加 强 老 字 号 历 史 文 化 资

源挖掘，深化老字号文物历史研究，深入挖

掘 其 历 史 文 化 价 值 ，充 分 发 挥 老 字 号 文 物

对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积 极 作 用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同 时 ，也 要 加 强 老 字 号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联 动 ，支 持 将 符 合

条件的老字号传统工艺纳入各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鼓 励 符 合 条 件 的

老字号传承人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

支持老字号品牌和历史文化资源联动，还

要促进老字号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把根扎进历

史文化的土壤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老字

号必须要结合自身特色，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联

动文化旅游资源、营造体验消费场景，深耕细

作、精益求精，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比

如，可以加强对品牌文化、地域民俗、城市记忆

的挖掘转化，开发更多蕴含传统文化、富含时尚

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以现

有门店为基础，通过产品引导、艺术介入、空间

改造等手段，打造还原历史场景、反映传承故事

的历史文化体验场景，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读 懂 老 字 号 里 镌 刻 的“ 记 忆 ”，并 非 在

“ 记 忆 ”里 打 转 。 创 则 新 、变 则 通 、通 则 达 ，

支 持 老 字 号 品 牌 和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联 动 ，也

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将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各方面。在传承历史文

化 精 髓 的 基 础 上 ，老 字 号 要 想 方 设 法 适 应

市 场 、服 务 客 户 ，不 断 创 新 技 术 与 经 营 管

理、不断优化产品与服务。老字号传承人、

相 关 企 业 负 责 人 不 妨 尝 试 参 与 电 商 直 播 ，

讲述历史文化，展示传统工艺，推广创新产

品 。 老 字 号 企 业 也 要 进 行 数 字 化 转 型 ，运

用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等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升 级 营

销模式，释放品牌消费潜力，打造消费新业

态，营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的品质

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坚守和创新，是老字号品牌价值焕发生

机的关键。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老字号

必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高质量发展内

生动力。

读懂老字号镌刻的“记忆”

■ 本报记者 朱卓

“刚回乡时，就想看看老家有没有适合的工作，就不出

省务工了。没想到今天真的在家门口找到了不错的工

作。”近日，43 岁的返乡人员章光育在宣城市旌德县白地镇

举办的“送岗下乡”春风行动招聘活动中，与安徽科讯新材

料有限公司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春节前夕，全市人社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赴全市各个

乡镇、村（社区），对在外务工人员和企业用工需求组织摸

底调查，组织返乡人员参加‘家乡重点企业行’‘共话家乡

座谈会’‘供需见面会’等活动。”宣城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同时还为有留宣就业需求的返乡人员开展“1314”服

务，即提供至少 1 次职业指导、3 个适合的岗位信息、1 个培

训项目、4次招聘会推介。

“去年，我公司用人缺口较大，导致很多项目无法开

展，这次专场直播招聘很大程度地减缓一线人员紧张的问

题。”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人事程芸为直播招聘会

点赞。日前，“春暖宣城 千场万岗”直播送岗送政策专场

招聘会成功首播，当天直播带岗参与企业 14 家，共提供岗

位数 1276 个，实现线上直播观看量 2.87 万人次，线上互动

472人次。

今年以来，宣城市以“春暖宣城”为主题，陆续举办

“2023 年宣城市春风行动暨保用工保就业援助季”专项

就业服务系列活动。计划开展线上线下“千场万岗”招

聘行动，一季度重点举办 1000 场线上线下招聘会、组织

2000 家用人单位、提供 2 万个以上岗位，并在“安徽公共

招 聘 网 宣 城 站 ”“ 宣 城 人 社 公 众 号 ”“ 宣 城 就 业 公 众 号 ”

“宣城论坛”“三公里就业圈”等平台开设服务专区，免费

为 企 业 发 布 用 工 需 求 ，向 求 职 者 推 送 匹 配 岗 位 。 据 统

计，截至 1 月 13 日，宣城市已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

66 场 ，参 会 企 业 1471 家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数 2.46 万 个 ，达

成就业意向 2352 人。

据悉，宣城还为新就业的返乡务工人员给予就业补贴

和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对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的

企业给予补贴。同时，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促进就业服务

企业行动，组织发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招工引才提

供专业化服务，确保企业用工稳定。结合根治欠薪专项行

动，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力度，规范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行为。

“我们将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

人 、外 出 务 工 返 乡 人 员 、就 业 困 难 等 群 体 就 近 就 地 就

业。强化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特别是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企业用工保障，营造和谐生产用工环境，实现就业

有支持、用工有保障、满意有提升。”宣城市人社局有关

负责人说。

诚意“留人”
暖心又安心

·市场漫话·

■ 本报记者 何珂

“没想到在县城，买几杯奶茶需要排队近 20 分钟，春节

期间整个奶茶店里都是人。”2 月 3 日，家住望江县的陶丽

告诉记者，去年县城新开了好几家奶茶店，“仅商场里就有

四五家，而这四五家奶茶店，春节期间生意都很火爆。”

新茶饮赛道似乎熬过了一场漫长的寒冬，在这个春节

终于迎来了回暖。

以喜茶发布的数据为例，春节假期期间全国各地门店

销量暴增，同比节前门店销量增长超 300%，部分门店增幅

达到 500%。奈雪的茶的成绩也非常亮眼，其全国门店订

单数环比、同比双提升，较节前一周环比提升 82%，较去年

春节则同比提升 120%。春节期间，共售出近 640 万杯茶

饮、140 万个软欧包。据了解，这一销量也是奈雪自 2019 年

以来最高数据。

今 年 30 岁 多 的 陶 丽 ，每 周 至 少 要 喝 一 杯 新 式 茶

饮。“我感觉已经形成了消费习惯，开心的时候，喝一杯

庆 祝 一 下 ，不 开 心 的 时 候 ，也 要 点 一 杯 ，安 慰 自 己 。”陶

丽也表示，如今的新式茶饮品质越来越优、种类也日益

丰富，“茶叶冲泡、鲜奶做底，看得见的健康安心。而且

现在新式茶饮也不仅仅局限于奶茶，还有各类果茶，新

鲜又好喝。”

新茶饮行业正处于持续增速阶段，近日，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发布的《2022 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2022 年年底在

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48.6 万家，新茶饮行业的市场格局

逐渐明朗，新茶饮品牌头部效应明显。

《报告》显示，我国新茶饮市场规模从 2017 年的 422 亿

元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1003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一 直 超 过

20%。2022 年市场规模可达到 1040 亿元，基本与 2021 年持

平。预计 2023 年第二季度后，国民消费热情有望被点燃，

新茶饮的市场规模有望恢复至 1450 亿元，复合增长率恢复

至 3年前的 20%。

业内人士指出，近两年来，新茶饮市场的增长速度有

所放缓，但其仍是体量很大的千亿级的市场。同时，增速

虽放缓，但相比于整个餐饮大盘的其他品类，增速还是可

观的，连锁化的速度也在加快。

从消费者角度看，2022 年新茶饮整体有了更好的性价

比，在社交平台，消费者们经常分享晒单，表示“算下来比

瓶装饮料贵不了多少”“比单独买新鲜水果还便宜”。

“去年开始，我常喝的几家品牌茶饮店，价格都有所

下调，特别是它们还进行了直播营销，算下来一杯的价

格从二三十元降到了十几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合肥市

民朱丹丹表示，“价格便宜了，选择也更多了。这个春节

我最爱的是‘红红火火山楂莓’，这款饮品以新年‘红’为

主要元素，以山楂风味为主，都是新鲜的时令水果，味道

我很喜欢。”

至于新茶饮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根据艾媒咨询及华

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测算：2022 年新式茶饮行业市场规模

超过 2900 亿元，同比增长 5.1%。“整个新茶饮市场有望在

2023 年第二季度全面恢复，并有望迎来‘欢庆式’销售市

场，业绩整体全面提升。加盟业务也有望全面恢复。最

终，2023 年将实现全年业绩的同比增长。”《2022 新茶饮研

究报告》指出。

新茶饮市场亮点纷呈

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和质量强省战略——

擦亮擦亮““食安安徽食安安徽””品牌品牌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 2 月 2 日，宁国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会同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开展春季

开学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重点加大学校食堂以及校园周边超市等场所的检

查力度，全力保障春季开学期间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本报通讯员 高鹏 摄

1 月 30 日，枞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超市检查元宵产品是否为侵权假冒商品及进货来源是否正规，对个别不按照储

存条件保存元宵的经营单位当场责令其改正。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摄

“请问这盒饼干生产日期在哪里？”时值春

节假期，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市场检

查，在枞阳县一家百货商店，枞阳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杨云飞问小店老板胡满莲。

“日期印在侧边，还有 3 个月过期。”胡满莲

看了眼饼干，不假思索地报出饼干相关信息。

杨云飞很惊讶，又连问了几种食品的效期，胡满

莲均能对答如流，一个不错。

胡满莲今年 40 多岁了，在农村经

营一家小店。她为何对店里的食

品效期了如指掌？原来，以

前她总是依赖食品供货商

换货，疏于检查食品效

期，曾因经营超过保质

期食品受过处罚；去

年 9 月 ，国 家 强 力

推 进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两 个 责 任 ”，

她家小店有一名

村干联系包保 。

“村干部、市场监

管人员经常往我

家 跑 ，提 醒 我 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指导我规范

经营。”胡满莲说。

相 关 人 员 跑 多

了，加上曾被罚的教训，

让 胡 满 莲 更 加 意 识 到 食

品安全问题不可小觑。于

是，她和家人积极行动起来，对

店里的食品每周一小查、每月一大

查、每季全面查，春节假期也不间断，并做

好检查记录，记清哪一种食品什么时候到期、

摆放在什么位置。

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要所

有从业人员时时警醒、刻刻小心，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监管效能。近

日，省市场监管局下发通知，在食品生产经营

审批许可工作中对申请人实施“红、黄、绿”标

签提示管理。

申请人在提交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时，食品审

批许可系统会通过大数据自动获取申请人相关

信息，并根据不同情形分别用“红黄绿”标签进行

标记和提示：红色标签代表申请人存在依法不得

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或者担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被人民法

院判决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等情形；黄色

标签代表申请人存在监督抽检不合格、被市场监

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被有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

主体、被市场监管部门列为不再适用市场监管领

域告知承诺的方式审批等情形；绿色标签代表申

请人获得安徽省“纳税信用绿卡”。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

处长陶勇说：“审批部门会根据不同的颜色标

签，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采取不同的管理措

施：对红色标签提示的，依法不予受理；对黄色

标签提示的，采取依法从严审批等措施；对绿

色标签提示的，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便利服务等

激励措施，以此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依规

规范生产经营，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商家证照信息随时可查、扫二维码

加工过程与后厨环境实时可视、店家特

色美食速览、扫码消费导航……池州市

贵池区新西街是当地代表性的餐饮一

条街，如今这里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

打造网络餐饮数字化街区。

据 了 解 ，池 州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与 电

信合作共同开发及运营，将

贵池区新西街区 72 家

餐饮单位全部纳

入“互联网+

明 厨 亮

灶”建设，按照“互联网+明厨亮灶”示

范单位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安装视

频监控 ，接入数字化可视化智慧监管

平台。通过可视化智慧监管平台企业

端向社会和消费者主动公开后厨加工

制作过程、卫生环境；通过监管端实现

线上监管、AI 抓拍、在线整改等功能；

通过公众端让消费者能实时查看餐饮

单位实时信息。改造完成后 ，新西街

街 口 人 流 量 密 集 处 将 设 置 信 息 公 示

LED 大 屏 ，消 费 者 通 过 扫 描 显 示 屏 中

二维码 ，即可观看后厨加工过程。同

时，通过与网络订餐平台（美团、饿了

么）对接，实现外卖平台 APP 上进行后

厨直播。

以数字化赋能食品安全监管。近年

来，我省不断加大“明厨亮灶”“食安封

签”等数字化监管手段运用力度，全面施

行入网餐饮“食安封签”，目前全省网络

餐饮“食安封签”推广使用率达 99.8%。

不久前，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阿

里巴巴本地生活举行网络餐饮“阳光厨

房”街区揭牌仪式，银泰百货滨湖店成

为 合 肥 首 条 网 络 餐 饮“ 阳 光 厨 房 ”街

区。建设完成后，入网餐饮店的食品加

工制作场所将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连接

到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消费者

可以通过网络餐饮平台实时在线查看

入网餐饮店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建设，一方

面是为了督促餐饮服务从业人员规范

操作 ，倒逼餐饮企业提升食品安全质

量。另一方面，“晒”出食品加工制作过

程 ，也能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和认同

感，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

春季开学日益临近，眼下，全省各

地针对学校食堂、学校内及周边食品经

营者等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已陆续开展。

据了解，此次重点排查食品经营许

可证是否超过有效期限、是否存在超范

围经营情况，中小学、幼儿园是否落实

校领导陪餐制，是否贮存使用过期、变

质、霉变等不合格食品及原料，餐用具

清洗、消毒、保洁是否符合规定，设备设

施配备是否满足需求等。

关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近年

来，我省不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比如，强化落实进口冷链食品闭环管控

措施，开展全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

品安全规范治理“双提升”行动；以春秋

季开学、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为监督检

查重点，全面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组织开展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

查和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双随机”

检查……为广大群众筑牢食品安全底

线。去年，安徽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检查

覆盖率达 100%，完成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 26.3万批次。

据陶勇介绍，今年我省计划加强农

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对大型食品销售

连锁企业及其总部开展体系检查，加强

网络餐饮、养老服务机构食堂、养老助

餐点食品安全监管，组织开展特殊食品

体系检查、重点检查、飞行检查和“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

安徽是农业大省，是长三角和全国

食品生产供应的重要基地。当前，全省

食品产业正处于向集约化、规模化、品

牌化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促进我省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我省还出台了“食

安安徽”品牌建设计划。“十四五”期间，

全省将培育“食安安徽”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含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流通、

餐饮服务企业）3000 家、食用农产品和

食品生产基地（园区）50 个、食品安全街

区（小镇）50个、食品安全示范县 60个。

目前，全省已有 150 家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通过了“食安安徽”品牌认证评

价。陶勇表示，有关部门将持续增强监

管效能，推进“食安安徽”品牌建设，助

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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