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低， 招工难

收入低成为困扰众多老字号
招工难的大问题。 每月仅仅3000
左右的收入， 让无论是本地还是
外省市的年轻人都无法接受。

“吃大锅饭” 风气依然存在

有些老字号， 虽然已经摆脱
了 “吃大锅饭” 的国企作风， 但
是 “多劳多得” 这样简单的收入
分配情况， 依然没能够得到很好
的贯彻。

政策干预较严格

很多老字号的工资收入情
况， 基础建设情况都在政府控制
之下进行， 这样的方式在有些时
候能够给老字号起到保护作用，
但并没有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
发。 很多老字号在近些年经济效
益很好 ， 年营业额也在逐年升
高， 但职工的工作却在政策的干
预下近十年没有过任何改变， 造
成了人才不断流失等情况， 这些
情况将会影响老字号的发展与传
承。

就企业来说， 靠一群有实力
的年轻人， 企业能够发展。 需要
放开对年轻人的束缚， 让年轻人
在老传统的基础上做大胆尝试。
好动、 新潮这是他们的缺点也是
他们的优点。 有很多时候他们能
想到， 我们这些老师傅们却想不
到， 我们还是有些保守。

年轻人的活力和新思想， 是
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最明显的
优势。 就拿我的其中一个徒弟来
说， 他大胆的进行了青年装的改
良。 保留了青年装的立领， 把下
面本来只有直摆的款式改为圆
摆， 同时后面就加了两个十公分
的小摆叉， 其实就是在老式的青
年装上融入了西服和中山装的一
些元素， 立马这种青年装就跟原
来的感觉不一样了。 当时设计出
来后， 在我们集团内部的比赛中
还获了奖， 销售情况也不错呢。

老字号的发展需要依靠着小
一辈的年轻人， 只有他们真正能
够接过老一辈人和师傅们的手艺
和技术， 老字号才能够得以传承
和发展。

与老一辈不同， 新时代的年
轻人的想法更多 ， 思想更加活
跃， 因此在师傅教授的过程中，
也需要因材施教， 还要激发年轻
人的兴趣， 让他们能够真正喜欢
每天的工作。 这样的环境， 给师
傅们传授技术增加了难度。 以盛
锡福为例， 师傅在给年轻人讲课
时， 一定要提升徒弟对于帽子和
各种款式、 原材料的兴趣。

盛锡福的第四代传承人陈江
山， 他是盛锡福中青年职工的佼
佼者， 对于他的培养， 就是从兴
趣出发， 培养他对于皮毛， 对于
帽子款式的兴趣。

除此之外， 盛锡福为了留着
企业中的年轻人， 在物质上和精
神上都能够给予适当的满足。 从
精神上， 给年轻人讲述盛锡福的
历史， 组织职工在周末进行集体
出游或者健身活动， 进一步产生
在盛锡福工作的荣誉感和提升年
轻职工的使命感 ； 在物质层面
上， 在合理的情况下， 尽量给予
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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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老字号背后都凝聚着
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智慧和实践
结晶。 如何让老字号薪火相传、
青春常驻？ 众多事实也在一直告
诉我们———还是人才。

在现代经济社会， 企业人才
流动性很大， 老字号要想永续经
营， 生产、 管理、 营销等各人才
都不可或缺， 这里面青年人才的
培养使用尤其值得引起注意。 老
字号企业既要加强青年人才培
育， 完善激励奖励机制， 同时还
要做好青年人才的举荐和选用，
为青年人才提供施展才干的舞
台。

为了帮助企业培养使用好青
年人才， 团市委与市国资委、 市
人保局、 市总工会联合开展了北
京市 “百万青工 岗位建功 ” 行
动。 按照岗位大练兵、 技能大比
武和风采大检阅三个阶段， 建立
起培养人才、 发现人才、 举荐使
用、 激励人才的人才培养链条。
同时还大力开展青年岗位能手、
青年文明号、 青年突击队等青年
品牌创建活动， 通过活动引导青
年员工立足岗位、 提升技能、 主
动创新、 在服务首都全面深化改
革、 服务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中
建功成才。

在北京老字号中， 全聚德、
东来顺、 稻香村、 内联升、 盛锡
福、 张一元、 同仁堂等都拥有上
百年的历史， 这些老招牌已经像
一个符号一样融入了老北京人的
生活习俗中。 这些老字号在时代
的浪潮中， 早就练就了适合自己
生存的经营模式， 技艺在一代代
传承， 而有关生死的创新也在代
代推进。

在传承中， 其实就是徒弟与
师傅的不断交替， 在过程中完成
了技艺的延续， 而其中的年轻人

就是老字号的忠实守护者， 让老
字号在不断发扬光大。 老字号有
他必须保持的一部分———传统技
艺， 但另一方面老字号也必须符
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就企业来说， 只有靠一群有
实力的年轻人， 企业才能发展。
需要放开对年轻人的束缚， 让年
轻人在老传统的基础上做大胆尝
试。 年轻人活泼、 好动， 想法也
非常丰富， 这正是老字号所需要
的， 年轻人的进步就是老字号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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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 终身之计， 莫如树
人。 同仁堂以 “师带徒” 的形式
建设了一支 “传承技艺、 传承文
化、 传承人品” 的同仁堂职工人
才队伍 。 通过这种传统培养方
式 ， 使同仁堂的许多绝活 、 绝
技、 绝艺得以延续， 并造就了一
批批掌握传统工艺和精湛技术的
同仁堂人。

在 “师带徒” 的过程中， 职
工首先将同仁堂的优秀企业文化
作为传承的任务和目的， 并将具
有同仁堂传统特色 、 技术含量
高、 人才短缺的岗位作为工作的
重点。

为了保证传承效果， 集团加
强了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
理。 在 “师带徒” 教育期间， 徒
弟每年应参加不少于50学时的集
中脱产培训。

集团成立考核小组定期对传
承效果进行考核。 徒弟经过考核
过关， 可以直接进入集团 “金字
塔” 人才工程中的首席职工候选
人之列， 经民主评议等相关程序
评定后， 可以成为同仁堂首席职
工。 通过这些规范化、 程序化及
常态化的学习和考核形式， 确保
了 “师带徒” 期间师傅真教、 徒
弟真学。

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

老字号在传承中代代创新

北京老字号协会副会长

同仁堂集团公司工会主席
北京老字号协会副会长

青年，让老字号“脉搏”更强劲

团市委企业部副部长

北京盛锡福帽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年轻人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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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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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技艺大师
北京红都集团公司高级技师

高黎明

年轻人的新思维
打开企业新方向

困扰老字号发展
三大问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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