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利用泡桐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民
族乐器产业，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目前， 全县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
多家， 生产古筝、 琵琶、 古琴等多个品种， 形成了 “泡桐种植———
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产业链。 图为兰考天中乐器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古筝。 新华社发

中华老字号， 平均年龄超百
岁，中国品牌的瑰宝。

近日 ，2024年中国品牌日系
列活动在多地举行。 当社会各界
共话品牌发展时， 一个个跨越时
空的中华老字号品牌汇聚起更多
目光， 成为人们探寻品牌密码的
重要样本。

“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国货
潮牌，品筑未来”———今年中国品
牌日的主题， 在众多老字号身上
得以诠释。

循着年轻人喜欢的Citywalk
路线，记者来到了有700多年历史
的北京东四大街。 在这条新韵焕
发的老街上，吴裕泰、张一元、稻
香村……一个个老字号成为年轻
人新的打卡地。

吴裕泰总店门口， 两位姑娘
在窗口买了茶香冰激凌后拍照留
念。 店员说：“一天至少能卖1000
多个，冬天也有人排队。”茶饮、茶
粽、茶点心，以茉莉花茶闻名的吴

裕泰137岁了，仍在尝试吸引更多
年轻人。

保持品牌生命力， 是企业的
永恒追求。对于老字号品牌而言，
显得尤为紧迫。

我国现有中华老字号 1455
家， 平均年龄约140岁 ， 涵盖32
个行业 。 据业内人士统计 ， 以
“95后” 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群
体 ， 仅平均知道19个老字号品
牌， 1980年到1994年之间出生的
人平均知道29个， “60后” “70
后” 平均知道41个。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曾经也
是一个时代的新潮。时光流转，背
上“老”字号的它们，如何在今天
走向新的潮头？

时代更迭，创新不停歇。抓住
年轻人，才能抓住下一个时代。

曾经， 在上衣口袋里别上一
支英雄牌钢笔， 是一种时尚与潮
流。如今，青年多弃钢笔而不用，
但会在看完《流浪地球》后，买一

套英雄牌的电影款联名钢笔。
在物质丰盛的今天， 消费者

购买老字号产品不再仅仅是满
足日常生活所需， 更是个性化
生活方式的表达， 也是文化自信
的外化。

内联升用新材料、 新工艺让
老布鞋销量翻红； 同仁堂的小红
罐、枸杞拿铁、“晚安水”成为时尚
养生爆品……

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受众、新
的需求， 老字号需要不断自我革
新，顺势而为，通过跨界合作、研
发新品、科技创新、多元营销等方
式破圈突围。

潮流辗转，文脉在绵延。
在北京吃全聚德， 在南京逛

夫子庙， 在绍兴住咸亨酒店……
很多人喜欢通过老字号了解一个
城市、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俗话说：“一年企业靠运气，
十年企业靠经营， 百年企业靠文
化”。老字号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品牌理念、独门绝技、乡愁
记忆，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更
是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义利食品的 “先义后利”，天
福号的“人心自明，善如家人”，老
字号以德兴商、 诚信为本的品格
历久而弥新； 内联升千层底布鞋
严密的针脚， 中国书店修复古籍
严格的工序， 无不彰显老字号的
工匠精神。

如今， 不少老字号企业正着
力打造博物馆、非遗体验馆、培养
年轻传承人。 只有更好地活化传
统文化资源，创新表达传统美学，
让传统技艺为现代生活所用，才
能使老字号真正“活”起来、“潮”
起来。

大浪淘沙，品质见真金。
当热情消退，“打卡” 与 “情

怀”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字号
等国货品牌的困境， 唯有过硬的
产品与用心的服务才能赢得市场
的长久认可。

从国际上看，“百年老店”是
品质的保证、实力的象征，入选世
界500强的德国企业中，有一半发
展历史超过百年。

如今，北京同仁堂、广州皇上
皇、浙江鱼跃等众多老字号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获
得不少专利， 蝶变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六必居、片仔癀、凤凰等老字
号产品远销海外，乘着“国风”“国
潮”扬帆出海，印证中国品牌的影
响力也在与日俱增。

一个品牌， 不仅代表一个企
业， 也是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组成， 蕴含着时代发展的
密码。

唯有紧跟时代节奏， 守正创
新发展，坚守信誉和品质，不断满
足百姓消费新需求，“百年老店”
才能真正擦亮“金字招牌”，在历
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据新华社

【国内】05新闻2024年 5月 15日·星期三│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平均年龄超百岁的中华老字号，何以新潮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
合印发 《关于做好2024年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全国计划
招聘特岗教师3.7万名。

《通知》 明确要持续优化特
岗教师队伍结构， 2024年 “特岗
计划” 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重点向原 “三区三州”、 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少数民族地
区等地方倾斜。 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 进一步
加强道德与法治、 体育与健康、
外语、 科学、 劳动、 艺术、 信息
科技、 心理健康、 特殊教育等紧
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支持鼓
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到中小学
任教， 可综合考虑服役年限等因
素对退役军人相应放宽年龄限
制。

一次性招考未完成计划的省
份可按规定依次递补录用， 或者
调剂计划组织二次招考。 边远艰

苦地区和急需紧缺专业的特岗教
师招聘， 可结合实际适当降低或
不设开考比例， 采取面试、 直接
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 划定成绩
合格线。 对于特别边远艰苦、 教
师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地生
源倾斜。 鼓励以 “双一流” 建设
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为农村
学校输送教育情怀深厚、 专业素
养卓越、 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
毕业生。

据了解 ， 中央财政继续对
“特岗计划” 教师给予工资性补
助。 从2024年1月1日起提高特岗
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 中部地区
由年人均3.52万元提高到3.88万
元， 西部地区由3.82万元提高到
4.18万元 。 各地要强化主体责
任， 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
发放， 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同
等条件下在薪酬待遇 、 职称评
聘、 评先评优、 年度考核等方面
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
等待遇 。 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

神， 保证三年服务期满、 考核合
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
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做好相关人
事、 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连续
计算工龄、 教龄， 不再实行试用
期， 做好服务证书编制和发放工
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
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
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 帮助解
决特岗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 开展中西部乡村中小学首席
教师岗位计划试点省份可将特岗
教师纳入工作室进行重点培养。

《通知》 要求， 各地要严格
落实 “特岗计划” 实施和教师保
障政策， 重点摸排按照核定计划
和岗位要求开展教师招聘、 特岗
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五险
一金” 缴纳和服务期满留任特岗
教师入编手续及时办理等情况，
对存在问题的县 （市、 区）， 要
及时督促整改。 对问题突出、 整
改不力的省份， 下一年度将适当
核减设岗名额。

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特岗计划”招聘工作启动

新华社电 立夏后， 天气转
暖， 气温升高。 天文科普专家表
示，由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鹅座的
天津四、 天鹰座的牛郎星这三颗
明亮的恒星组成的著名的 “夏季
大三角” 入夜后已开始在东方逐
一亮相，赏拍这个夜空中的“几何
图形”逐渐迎来好时节。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文科
普专家修立鹏介绍说， 虽然想要
在一入夜就能看到“夏季大三角”
全部亮相要到夏至前后， 但从立
夏开始，入夜后就能看见织女星、
天津四、牛郎星渐次从东方升起，
直到午夜前后， 这三颗星会完整
升至地平线之上。

这三颗星连线后的外形近似
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其中，顶点
为牛郎星， 两个底角点则是织女
星和天津四。

喜爱观星的人很容易注意到
这三颗夜空中闪亮的星星， 即使
在光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 也可
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亮晶晶的 “夏
季大三角”。也因其中有牛郎星和
织女星，“夏季大三角” 在观星者
眼中有了一层浪漫色彩。

“夏季大三角”并非只有在夏
季才能看到， 几乎一年四季都能
看到， 只不过由于这三颗星分属
夏季星空的典型星座而得名。因
天气适合等原因，6月至9月比其
他时间更适合户外观测。

“由于恒星每天会比前一天
提前4分钟升起， 因此 ‘夏季大
三角’ 一个月比一个月升起的时
间早， 6月的升起时间为20时至
21时， 7月以后一入夜就能看到。
感兴趣的公众如果坚持观测的话
会发现， ‘夏季大三角’ 一直在
向西运行。 随着时间推移， ‘夏
季大三角 ’ 的高度也会逐渐升
高， 受地平线灯光干扰少， 星星
看起来会更亮些 ， 也更容易识
别。” 修立鹏说。

修立鹏表示， 在远离城市光
污染的乡间、 野外等视野更开阔
的地方， 感兴趣的公众还可借助
这个醒目的 “大三角” 找到贯穿
夏季星空的灿烂银河， 它就像夜
幕中出现的一道横跨天际、 纵贯
南北的乳白色光带， 大小星座群
星璀璨， 星光熠熠。

织女星和牛郎星分隔在银河
两岸， 默默对视， 深情凝望， 古
诗曾这样描绘：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 脉
脉不得语。”

“夏季大三角”已经“上线”，
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找个晴夜，抬
头看一看这个夜空中的 “几何图
形”，辨认一下织女星、牛郎星和
天津四。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到
郊外好好观赏一番在这个 “大三
角”中横穿而过的灿烂银河，感受
星空的瑰丽与壮美。

赏拍“夏季大三角”的好时节来了

从5月7日起， 西藏那曲市尼
玛县召集10余名骨干野生动物管
护队员， 计划用约两周时间对尼
玛县境内3万多平方公里的羌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进行
集中巡护。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 核心区
绝大部分没有人类活动， 主要保
护对象为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及
多种大型有蹄类动物。 保护区的
尼玛县共有11个野生动物管护
站， 135名管护队员， 他们常年
顶风冒雪 ， 穿越无人区进行巡
护， 默默守护着这里。 图为野生
动物专业管护队员在无人区深处
的罗布玉杰烈士纪念碑前默哀致
敬。 罗布玉杰2002年在与盗猎分
子的枪战中牺牲。

新华社发

风雪中守护苍茫大地
羌塘野生动物管护员：

““乐乐器器之之乡乡””奏奏响响““泡泡桐桐之之曲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