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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在芦淞区江南商
城，孙建平带领十多名转业军
人、自谋职业者创立了时光钟
表行。

孙建平坚信，有人情味、讲
诚信，生意方能长长久久。因
此“冬天时一杯热茶，夏天时
一杯凉茶”是进店必备。遇到
上了年纪的老人来店里买表、
修表，工作人员尽职尽责，达
成老人心愿后，还将其平安
送回家。对于低保老人和退
伍老兵，钟表行也会在修表
时给予费用减免。

孙建平将细致的服务
融于日常经营。卖出一个
挂钟，他必会送电池、配
铜钉。正常维修保养时
间为一年，时光钟表
行则延长至两年。
一位株冶集团职

工在时光钟表
行购表后，根

据 亲 身 感
受 ，写

了

一篇《“钉子”精神》的文章刊发
在《株洲晚报》上，倡导全市经
营户学习时光钟表行“想顾客
所想、心系消费者”的精神。

还有一次，孙建平收到一
封客户的来信，里面就写了四
个字：“你是好人。”信是一位家
住天元区的老婆婆写的，此前
她拿着别人送给她的一块“双
狮”旧机械表前来维修，时光钟
表行的技师为她换了玻璃和摆
轮，并免费做了洗油保养。可到
末了，老人提出，手表不戴也要
永远不停，不然就要求拆回零
件、退回款。对于这一有些“苛
刻”的要求，接待她的孙建平没
有抱怨，他将维修款退换给她，
并对她说，“老人家您先把表拿
回去用，什么时候满意了，记起
来了，再来付款。”

点点滴滴，融于骨血，成为
门店持久发展的根本。

孙建平还长期从事慈善事
业，从创店起，他累计向慈善事
业投入 500 余万元，并连续 17
年参与株洲晚报送温暖活动，
为需要关怀的家庭尽自己一份
心力。2009年，他登上

“中国好人榜”，成为
一 座 城 市 的 文 明 代

言。

2011年，攸县香干申报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但受限于生产条件、生产技术
以及保鲜技术，攸县香干却一直未能真正
走出去。

钟东锋发现，要想让攸县的豆腐走得更
远，只有一条路——解决异地运输的问题。

从 2011年开始，湘东情的淘宝店、天猫店
先后上线，湘东情的麻辣香干小吃在网上卖得
火热。

线上平台和物流渠道打通后，湘东情又找
到了湖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针对攸县
豆腐开发保存技术及包装。终于在 2019年 3月，第
一片鲜豆腐在湘东情天猫店上线售出。

如今，在其电商平台上，湘东情除了提供香干
类豆制品外，还重磅推出了鲜豆腐系列，配上专属保
鲜袋，让水嫩嫩的豆腐可以“走”得更远了。

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走进任何一家湘菜馆，攸
县香干已成为湘厨的拿手好戏。而攸县香干的香与味，
也化作浓浓的家乡味道，对老乡们予以慰藉。

在钟东锋看来，要让老牌子，尤其要是农产品走得
更远，还得靠企业的产品力。

这几年，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在政府部门的支持
下，湘东情还在当地不断开发八月黄大豆种植基地，先后
与 3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种植了 2000多亩大豆。“既保
证了原材料的供应，又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提高了村民
的收入。”钟东锋说。

2018年，钟东锋又建设了攸县香干标准化生产加工产业
孵化园，在农科院的科研指导下，研发出了攸县香干系列产
品、休闲食品、肉制品、水类产品、土特产等 30多个优势产品，
不断提升、扩大湘东情攸县香干的品牌效应。

念好“豆腐经”，从“小作坊”形成了“大产业”，在保证“原汁
原味”的同时，湘东情也实现了“脱胎换骨”。

日前，商务部等 8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老
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支持老字号
跨界融合发展，鼓励有关旅游机构将符合条件
的老字号企业纳入旅游路线进行重点推介。
笔者认为，将“老字号”集结起来，形成一条特
色旅游路线，不失为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路径
之一，亦是城市探索打造“网红”品牌的有效
方式。

“株洲老字号”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技艺、经营理
念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
集中体现，“株洲老字号”企业在吃、住、
行、游、购、娱等领域均有广泛分布，是
我市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文旅融合应成为推动“老字号”振兴
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自游行和深度游的兴起，
去一座城市探索“老字号”品牌，成
为许多旅游爱好者的新体验。许多
城市已付诸行动。如广州，早在
2020 年就推出 9 条老字号文化
游径和旅游精品线路，以提升
老字号旅游体验热度，进一步
焕发“老城市”的“新活力”。

将“ 老 字 号 ”与 城 市 旅
游相结合，株洲有基础。细
数“株洲老字号”品牌，既
有红官窑、赖吉昌这样具
有历史意义的地方特色

产品品牌，也有好棒美、熊阿公农家坛子
菜、炎洣神、泉兴醋厂这样的特色美食品
牌，还有诸如沈记大酒楼的实体餐饮企
业。当地方政府在为打造城市旅游名片
发愁时，这样品地方美食、看地方文化、
观摩地方产业的旅游特色线路，不正是
摆在眼前的答案吗？

当然，培养出个别老字号成为旅游
消费新势力并不难，老字号企业集体转
型旅游消费新势力才是老字号发展的重
中之重。以头部老字号企业带动所有老
字号企业共同转型，用文创智慧催生更
多“大牌带小牌、名牌带老牌”的国潮“组
合拳”，才能让老字号整体上提升新活
力。譬如，广州就推出首期规模达 4.04 亿
元的广州老字号振兴基金，已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手续。

在本地最主要的景点和交通枢纽设
立老字号特色街区，建设“老字号数字博
物馆”，或启动“老字号回归”工程，鼓励
有条件的老字号重新迁回旧址，通过商、
旅、文的结合来带动商业街转型升级，能
够让老字号在当地活起来、火起来。除此
之外，还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管理输出、
连锁经营等多种方式，大胆鼓励本地老
字号品牌走出去。让人们了解老字号，记
住老字号，才能让老字号成为旅游消费
新势力。

时光荏苒，时光钟表行不断成
长，从当初 200平方米的门店，扩大至
360平方米。今年年初，钟表行又从江
南商城迁至石宋西路锦绣江山一楼。

舒适敞亮的店铺里，有优雅的古
典乐传出……走进时光钟表行，时间
似乎变得有魔力，满墙的挂钟无声述
说着关于时光的故事。

时代变化，人们对于钟表的需求
也发生着变化。“以前买表注重廉价、
好看、方便佩戴，现在更注重品牌、款
式、价值和可靠的服务。”孙建平说，
唯一不变的是钟表行对优质商品和
服务的追求。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孙建平在
平时的经营过程中坚持“以德养店，
以善修为养员工”，以优质的售后服
务赢得市场信赖。他将员工送至西安
轻工业钟表研究所进行一站式技能
培训学习，共培养出中高级技师四
名，能攻克各类钟表领域疑难杂症。

在时光钟表行的维修区，顾客发
现这里的设计有些特别：没
有玻璃隔阂，客

人与维修人员面对面零距离。接待台旁
摆有一部电子放大镜，以供观看监督。

“我们会在顾客的现场监督下将手
表开盖，再操作、评估、判断、维修。对
发现损坏的零件，用仪器展示给客人
观看并详细告知，在征得客人同意
后，方确定是否维修。换下的配件可
以带走，且全过程都有监控摄像，
不存在弄虚作假，确保让客户明
明白白消费。”孙建平说。

这种诚信经营获得消费
者喜爱。许多从株洲去外地
生活的退休老人，在有购
表、修表的需求时，都会
选择回到株洲的时光
钟 表 行 。“ 想 到 株
洲，就想到时光
钟表行 。”有
人 如 是
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任远） 近日，商务部等 8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到，将
老字号集聚区建设纳入相关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打
造老字号特色街区。鼓励特色商圈、旅游景区和各类客
运枢纽引入老字号企业开设旗舰店、体验店。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体系基本形成，老字号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更
加完善，创新发展更具活力，产品服务更趋多元，传
承载体更加丰富，文化特色更显浓郁，品牌信誉不
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对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承载能力持续提高，对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人民群众认同感和满意度
显著提高。

在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方面，意见提出推
动老字号创新产品服务。支持举办老字号文化
创意活动，深入挖掘老字号传统文化和独特
技艺，创作富含时尚元素、符合国潮消费需
求的作品，延伸老字号品牌价值。鼓励老字

号企业联合有关机构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举办文化体
验活动，提供定制化服务。引导老字号企业运用先进适
用技术创新传统工艺，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提升质量水平。

支持老字号跨界融合发展。引导老字号企业将传
统经营方式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
升级营销模式，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营造消费新场景。
推动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鼓励有关旅游机构将
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纳入旅游路线进行重点推介。

促进老字号集聚发展。将老字号集聚区建设纳入
相关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打造老字号特色街区。鼓
励特色商圈、旅游景区和各类客运枢纽引入老字号企
业开设旗舰店、体验店。推动购物中心等大型商场设立
老字号专区专柜，促进特色消费。放宽对临街老字号店
铺装潢管理要求，允许老字号企业按照传统或原有风
格对门店进行修缮，保留符合要求的传统牌匾。合理放
宽老字号企业户外营销活动限制，支持老字号企业开
展店内外传统技艺展示、体验和促销活动。

经观杂谈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任远

如果时间有生命，钟表便是它的载体。
24年前，退伍老兵孙建平带着一位军人的信仰，创立了

时光钟表行。24年来，他将服务人民的理念贯穿始终，秉承“人
情商道、天长地久”的理念经营门店，钟表行发展得红红火火。

在今年市商务和粮食局的“株洲老字号”评选中，时光
钟表行位列其中。

钟表行里的人情味

让
顾
客
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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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钟表行

见证时光变迁

湘东情

攸县香干的“名片”

在湘东
情 生 产 车
间 ，工 人 们
正在制作攸
县豆腐。
受访者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芳

金黄又滑嫩的攸县香干，口感滑嫩、韧性足、口味纯，是湘菜馆中受顾客点中特色家常菜之一。
说起攸县香干，湘东情算是这一行业的“名片”。
日前，这家创立 20年、手艺传承近百年的企业，被评为“株洲老字号”企业。

追溯攸县香干的历史，《攸县
志》有记载：“攸县香干制作历史
悠久，至明清时已享誉长江流域
和珠江流域，经过长期实践，形成
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并一直完整
保存下来。”

在民间，还流传着“皇图岭的
香干，尝过之后永不忘”的谚语。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祖父钟
树声以做豆腐谋生，有白豆腐和
香干。后来，祖父将手艺传给了爷
爷，爷爷又将手艺传给了父亲。”
从小吃攸县豆腐长大的钟东锋，
自然也成了攸县豆腐的第四代传
承人。

攸县豆腐的制作讲究，属于
古法技艺，主要有选料、除杂、浸
泡、磨浆、甩浆、煮浆、凝固、压榨、
定型等 20 多道加工工序制作而
成。芳香诱人、白白嫩嫩的豆腐，
卤水一入，让豆腐又有了新味道，
变成口感滑嫩、韧性足的攸县香
干。

“这其中的每一道工序，都必
须认真对待，缺一不可。”钟东锋
说。

除了制作技艺讲究，材料也
颇有讲究。其一，制作攸县香干的
黄豆采用的是攸县本地八月黄大
豆；其二是使用本地井水及攸县
沙陵坡开采的石膏作为主要配
料。

“攸县香干之所以有如此的
味 道 ， 还 得 益 于 这 里 的 水 质
好 。” 钟 东 锋 说 ， 水 质 的 独 特
性，使得攸县香干只能在攸县生
产，曾经有广东、深圳的厂商买
回攸县的黄豆，按照攸县人教给
的工艺丝毫不差地进行操作，但
制作出来的香干，无论是质地还
是色泽、口味，均不能与“攸县
香干”相比。

2002 年，钟东锋接手技艺传
承，2011 年又注册了“湘东情”香
干产品商标，建成了豆腐制品加
工厂，日加工大豆 8吨至 10吨。从
手工作坊到企业，“湘东情”并没
有抛弃传承百年的手艺，而是采
用机械与手工相结合的工艺。

“在挑选优质大豆与打浆上
采用了机械，大大节约了时间人
力成本，但后期的过滤、煮浆、定
型等工序必须由纯手工完成。”钟
东锋解释，因为只有通过纱布包
裹过滤才能留存豆制品的细腻，
再通过铁锅煮浆，手工搅拌可以
时刻观察豆浆成型的过程，调整
力道与手法。

钟东锋说，或许，手工的魅力
就在于此，会让香干保持原味并
入口更细腻。

凭借世代传承的产品、不断
改良的技艺，湘东情攸县香干获
得湖南省著名商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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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字号”打造为
旅游消费新亮点

任远

相关新闻 八部门发文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

时光钟表行内景。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

洲记者/任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