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晓晓

御牌龙井茶、法根食品、三珍斋……

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作为时代

发展的文化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记

忆、情怀与乡愁。它们既是“金字招

牌”，也代表着商业信誉和市场号召

力。如今，“老字号”如何用“经典”激

活更多消费增量？

理念之变：让“老字号”成为“常青

号”。据统计，在我国现存的中华“老

字号”中，仅有10%的企业保持蓬勃发

展势头，40%的企业勉强实现盈亏平

衡。“老字号”的“老”是一种资源，但不

能转化为资产，“老字号”企业要避免

“摆资历”“吃老本”，不能仅凭品牌历

史积淀让市场买账。以前，老百姓青

睐物美价廉的产品；现在，大家不光讲

究性价比，也讲究品质。“老字号”企业

更要注重产品的创意和审美，赋予产

品更多社交属性；要在继承和发扬传

统的同时，与时俱进、转型突破，以更

好的状态在市场上立足和发展。

定位之变：拥抱年轻市场。农业

“老字号”要持续焕发新活力，关键在于

适应市场需求，找准创新发力点，拓宽

消费群体。作为全国首批中华“老字

号”，嘉兴三珍斋食品有限公司针对不

同消费群体开发新品，如年轻人偏爱的

麻、辣口味产品，老年人需要的低糖、低

盐食品等。当前，不少农业“老字号”企

业主动联动流行文化，把“老字号”打造

成“新潮牌”。如西湖龙井与茶饮品牌

合作，推出“龙井奶盖龙井茶”“龙井知

春轻乳茶”“龙井知春”三款系列茶饮，

成功解锁年轻人饮茶新方式。

模式之变：数字化转型。随着数

字化、定制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发

展，农业“老字号”也要实现智能化转

型，升级打造旗舰店、体验店、集成店，

营造多样化的消费体验场景。杭州塘

栖法根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浙江“老字

号”，乘着大运河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的东风，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设备

更新和数字化升级，整体生产效率提

升20%。该公司还开启电商直播，加

速品牌推广。同样与直播碰撞出火花

的还有杭州龙井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拥有的御牌龙井品牌已有 35 年历

史，御牌西湖龙井制作技艺被评为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该公司

大胆创新，向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发力，

短短1个月左右，销量破1.5万单。

底蕴之变：讲好品牌故事。一块

“老字号”招牌，就是一段历史。农业

“老字号”要充分挖掘“老牌子”背后的

文化价值，赋予产品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这是守住农业“老牌子”的关键。

绍兴咸亨酒店是一家百年老店，拥有

“乌干菜制作与烹饪技艺”和“绍兴菜

烹饪技艺”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近年来，咸亨酒店以“走进

咸亨、亲近鲁迅”为口号，致力于打好

“文化牌”，通过店内的孔乙己铜像和

社戏表演，吸引诸多游客前来打卡。

“老字号”，底气在“老”，出路在

“新”。前行路上，只有传承好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守护好长久以来的市

场信任，发挥好独特的经济价值，才能

让农业“老字号”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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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环市海山

乡海岸边，红树林

绿意盎然。近年

来，该市海山乡通

过海岸带整治修复

等工程，在周边沿

海滩涂种植 1400

余亩红树林，成林

保有量达493亩，进

一步发挥湿地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调

节气候、美化环境

等多种生态功能，

维护和改善沿海生

态环境。

章勇涛 摄

红树林绿意盎然红树林绿意盎然

（上接第1版）

“片区组团不是简单‘拉

郎配’，而是要让每个村找到

‘最优解’。”该负责人表示，在

“千万工程”引领下，目前，台

州市已累计建成精品片区30

个、省级共富示范带 5 条，打

造改革重点片区9个、核心片

区 3 个，未来将持续探索，让

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诗画桃源绘新卷
在塔后，一年除了四季，

还有“第五季”——艺术季。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举办乡村

音乐节，已举办过7届。借音

乐、艺术‘搭台唱戏’，挖掘本

土文化资源，让小山村‘出圈’

引流，吸引年轻人返乡。”陈孝

形告诉记者，除了音乐汇演、

乐队驻唱外，塔后还以农田、

民宿等乡村场景为舞台，融入

书法、绘画等各类艺术形式，

活动一般从 7 月下旬持续到

10月。

小山村因艺术“出圈”，为

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空

间。塔后村中药材资源丰富，

被誉为“仙草村”。其中，铁皮

石斛种植面积达 3000 多亩，

艾草种植基地有上千亩。“我

们流转了126亩土地，建立中

草药样本园，还打造了中医

馆、艾草体验中心等。”陈孝形

说。为让好药材走出深山，塔

后村建立了“我们村”共享直

播基地，设立中药材供应链直

播间，形成“专业达人+农户”

的营销模式，不断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提高塔后村的知名

度、美誉度。

塔后村带来的“流量”，

正成为整个片区共享的“留

量”。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眼下，各地正抢

抓农时，抓紧栽插早稻。据业

务调度显示，今年我省早稻种

植意向209万亩，截至4月24

日，已栽插168.3万亩，进度超

八成。

在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

舜江村，种粮大户沈叶剑告诉

记者，今年早稻育秧早，合作

社的 1680 亩早稻已移栽完

毕。“采用大棚集中育秧和机

械化插秧，早稻移栽进度比往

年提早半个月左右，为后茬晚

稻种植留出了更多时间。”今

年，沈叶剑还出动 16 台插秧

机，为周边农户提供机插服

务，服务面积达1.2万亩。

上虞区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冯科达表示，

今年该区早稻种植面积较上

年增加 1.3 万亩，总面积达

12.82 万亩，现已栽插 5.5 万

亩，预计4月底前全部完成。

在宁波市奉化区三迸桥

村，谷堡粮食专业合作社的6

台插秧机正在田间机插早稻

秧苗。“6 台插秧机一天能插

150—200亩，1800亩早稻预计

在 4 月 25 日左右可全部插

完。”该合作社负责人竺海龙

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合作社

陆续购置了插秧机、旋耕机、

烘干机等农用机械，基本实现

全程机械化生产。

宁波市奉化区农机畜牧

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光涛告诉

记者，目前奉化区水稻插秧机

保有量为250台左右，早稻机

插工作预计在4月底前完成。

湖州市南浔区的耘科现

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为周边农

户提供播种、育秧、插秧一条

龙服务，深受农户欢迎。该农

事服务中心负责人谢达聪说：

“今年早稻育秧满负荷运行，

晚稻订单也已基本排满，我们

每亩收取服务费用60元。市

里对开展育秧、插秧社会化服

务且面积超1000亩的主体出

台了相关政策，每亩补贴 40

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在

继续实施粮油规模种植补贴

等政策的基础上，对提供水

稻机械化育秧、插秧服务的

主体和组织给予了真金白银

的政策补助。如杭州市钱塘

区对开展水稻机械化育秧、

插秧服务的组织补贴180元/

亩。“我省将持续提升水稻全

程机械化生产水平，组织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提供技

术指导，为粮食增产增收夯实

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高晓晓

本报讯 日前，浙江印发《关于推

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2025年

全省将建设200个重点村组团片区，到

2027年底累计建设500个重点村组团

片区，辐射带动3000个以上周边村联

动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建成后

片区内周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年

增幅提高 20%以上，“一老一小”服务

场景100%覆盖，“20分钟便民服务圈”

基本建成。

《意见》围绕建强“县城—中心镇

—重点村”发展轴，按照片区组团的形

式，以重点村为重要节点，强化党建引

领支撑保障作用，联结周边若干个地

理区域相邻、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特色

相似的村，推进多村组织共建、规划共

绘、产业共富、运营共赢、设施共通、环

境共美、服务共享，实现强村带弱村、

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

《意见》提出，推进组织共建和规

划共绘，深化党建联建完善片区组团

运行机制，建强片区村“两委”班子特

别是带头人队伍，引导推动各类人才

向片区流动，完善“引育用留”政策全

链条供给，促进人才在城乡之间双向

流动。同时，推进规划统筹编制，以重

点村为核心，充分梳理片区产业基础、

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加强

规划实施管理。

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乡村运营，

《意见》认为要强化整体运营，依托片

区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通

过统一品牌设计、统一品牌LOGO、统

一品牌经营、统一品牌传播，打造具有

辨识度的“一片一IP”。健全利益联结

机制，确保增值收益惠及村、市场主

体、农户。产业共富方面，要做大优势

产业，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

园区等产业平台建设，加快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四新”成果推广应

用，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培育新型

业态，加强片区内各村产业协作，拓展

农业多种功能，形成差异化、互补化发

展格局。

在环境风貌方面，《意见》提出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片区山水林田

湖等自然生态要素进行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推动片区乡村风貌品质提

升，加强片区风貌管控，深化农房改

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

对提升乡村软硬件水平，《意见》

也作出细致规定。要推进设施共通，

引导设施协同化建设，增强重点村节

点支撑能力，推动片区内水、电、路、

气、网同标同质。引导设施一体化管

护，鼓励采用包干制服务的市场化管

护模式，推动降本增效。同时，推进服

务共享，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协调片区公共服务资源，建设片区“20

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实现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服务联动。推动片区文

明善治，整合片区文化资源，建设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培育打造“文化庭

院”“艺术街巷”等片区公共文化空间，

在片区内联动开展“村跑”“村BA”“村

晚”等文体活动。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将加强整体统筹，设立重点村组

团片区专项政策跑道，建立健全评价

机制，稳步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工

作，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

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有了新蓝图

让农业“老字号”激活更多消费增量

全省早稻栽插超八成

进行时春耕备耕春耕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