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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成为一家“老字号”品牌，需要岁月沉
淀，专心致志地经营。

2018年，加上之前的服饰公司、好棒美公司，伍志
红开始投资一些赚快钱行业，他的事业版图“杂而乱”，
最终因经营不善而导致资金链断裂。

“当时心思和精力不专注，导致全盘崩塌。”伍志红
坦言，但专注恰恰是做好一家企业，成就“老字号”品牌
最需要的品质。

2018 年是好棒美公司的低谷期，公司人才流失，生
产停滞，负债前行。但“好棒美”这块招牌，伍志红始终放
不下，心有不甘，想东山再起。

一名 70 后和一块不复往日辉煌的老品牌，要如何
重新开始？

伍志红开始奔走于“台前幕后”。
品质是产品的生命线。幕后，他从食材把关到生产

销售的每个环节都亲自参与，专心致志经营“好棒美”。
直播的成本门槛相对较低，见效也最直接。2020年

3月，伍志红自己走上台前，成为带货主播，至今，他仍坚
持每天直播，最多的时候一天播了 13个小时，销售额
稳步提升，他和这个老字号品牌都在重新变得

“好棒美”。
“我要做翻身的‘咸鱼’。”伍志红告诉

记者，他要将“好棒美”打造成一个线上
品牌，以后不只是为“好棒美”带货，还
为株洲其他的农副产品带货。

“但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
都将只专注地做一件事，那就是
经营“好棒美”品牌。”伍志红再
三强调，专注是最重要的品
质，这是他对自己过去经历
的总结，也是给现在或未
来要打造老字号企业的
同行的宝贵建议。

凛冬过后，不冷不热的当下，是酒厂最繁忙的
时候。“太冷和太热，都不适合做酒。”贺进说。

那热天干嘛？
“制作酒曲。”贺进说。每年七八月，是醉渌香

自家酒曲制作的旺季。她也会背着竹篓顶着烈日，
和工人们一起上山找草药，“把中草药混合大米揉
搓成一个个小圆球，制成酒曲。”贺进介绍，酒曲的
成败，决定了一整年酒的成败。

这粒酒曲，是醉渌香的灵魂，也是株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124年前，贺进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郎中。在
寻药试药的过程中，配得这一酿酒秘方。100 多年
来，祖上的医学传统未得到接续传承，反而这一粒
药曲，化作了一坛坛美酒，芳香了一个多世纪，刻入
贺氏基因。

富足的当下，人们对酒的追求，更讲求高品
质。讲求标准化高效益快速出品的酒品，逐渐被精
明的爱酒人士识别。贺家醉渌香的古法酿造，有了
新的市场。

如何更进一步发挥这粒酒曲的神奇作用？贺进

再度捡起祖辈的医学板块，将甘草、当归等中草药
融入酒曲。通过反复试验，去年，经权威检测机构检
测，改良后的贺家酒不仅营养成分增加，还能有效
化解大米中的镉元素。这粒酒曲，为贺家酒加上了
一道当代的安全屏障。

变化的不仅是酒曲。在广泛走访中，贺进发
现，在全国饮酒文化中，米酒市场主要在湖南。要
想走出湖南，必须打破只做米酒的固有思维。

这两年疫情，贺进一头扎进酒坊专心研发，以
贺家药曲为引，已研发出高粱酒、五谷杂粮酒、糯
米酒、蓝莓酒、桂花酒等多种品类，迅速打开市场。
现在，不仅在渌口，在株洲各大超市、全国各种渠
道，都有了醉渌香的身影。

目前，醉渌香正在设计二两酒、一斤酒包装和
礼品装，以多元形态应对多元市场，礼品装将在中
秋节前推出。

“二两酒推出后，一旦打开市场，必须扩大产
能。”贺进说，目前仍属于疫情下的经济低迷时期，
他们要做的，就是打好这些基础，盘算好未来的扩
产扩销之路，等待下一个风口。

老字号当淬炼成
城市品牌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今年，我市公布首批“株洲老字号”，新增两家“湖南
省老字号”，上个月，《商务部等 8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
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层层动作可以看出，各级政府
对老字号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

老字号是指年代比较久远，有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
务，有良好声誉和传统文化内涵的老商号、老品牌，多半为
食品药品和餐饮领域品牌。新的时代，老字号如何重新起
航，必须做好融合文章，重新出发，淬炼城市品牌，让老字
号与城市品牌融合发展。

在老字号系列采访中我们发现，除少数几个老字号品
牌实现现代企业化运营，在全国拥有一定竞争优势和知名
度外，株洲多数老字号仍旧名不见经传，甚至还处于小作
坊运营模式。虽历经百年传承，产品品质过硬，但辐射范围
有限，生产环境简陋，历史文化包装和呈现欠缺，品牌塑造
乏力。

这样的老字号往往藏身老街区甚至乡下，在老一辈中
有一定口碑，在新的消费人群中，或已脱节。如何跟上时代
步伐，老字号新出发的第一步，就是要抓住年轻一代，树立
新口碑。

以醉渌香为例，为破除百年来的小本经营思路，传
承人以贺家老酒为基础，开发出糯米酒、蓝莓酒、桂花
酒等多种口味，并设计了小瓶装，以时髦包装和小瓶低
价打入超市、网络平台等新的消费场景，网罗新的消费
客群。

这要求新的传承人要充分挖掘老字号文化底蕴，讲好
老字号故事，全面提升品牌运营、市场开拓等现代企业管
理能力，这是老字号传承人该做的事情。

老字号重新出发，除了新形象，还要在当地品牌认同
上下功夫。

一个老字号产品，历经几十上百年经久不衰，靠的是
与当地物候、地理和文化的紧紧相依，靠的是与当地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相融。

“来北京，我请你吃全聚德。”全聚德，不仅是北京的一
张名片，更是每个北京人的骄傲。这份骄傲，让每一个前往
北京的外地人，都被当地人强行洗脑“一定要吃全聚德”，
更让他们当成珍品走向全国带到国外。

采访中，有老字号传承人提出，希望政府在推荐、推
广当地特色和老字号产品上下功夫，搭建平台，让老字
号与新一代株洲人亲密接触，建立感情，笔者认为，这十
分必要。

因为，只有当地人人喜爱并以此为荣的老字号，才有
时代的生命力。而这些，是城市管理者能做的，也是应该
做的。

各级政府应充分挖掘、利用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并将
其融入城市品牌的塑造当中，营造“株洲人喝株洲酒、株
洲人用株洲表……”的浓厚氛围，让老字号的区域独特
性，成为凝聚区域认同感、塑造区域自豪感和自信心的
一剂良药。

应聚焦扶持一批有株洲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老字号
品牌创新发展，讲好老字号的株洲故事，在老字号中淬炼
城市品质和形象，与城市品牌一道走出株洲，走向更广阔
的天地。

醉渌香酒厂负责人贺
进在查看酒的窖藏状态。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 洲
记者/成姣兰

这个老字号品牌，如何继续“好棒美”？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生活就要好棒美！”这句多年前曾家喻户
晓的品牌广告语，如今又重新从抖音直播间里
传至千家万户。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
棒美公司），这家成立近20年的株洲老字号品
牌企业，在经历兴衰之后，如何东山再起？其中
有何成长故事？近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好棒美”公司发源于原芦淞区钟鼓
岭菜市场里的一个卤味摊。

上个世纪 90 年代，株洲凭借“南株北
郑”的交通优势，引来了一批芦淞市场群
的创业者，也带火了株洲火车站周边的生
意。当时一对来自温州的金氏夫妇便在火
车站附近的钟鼓岭菜市场卖卤味。

“当时南来北往的生意人，都要到他
的卤味摊买一只八珍烤鸡吃。”好棒美公
司董事长伍志红说。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供不应求，夫妻俩
打算扩大规模，但遇到了资金瓶颈，于是便
找到了当时事业如日中天，资金非常充足的
株洲“小伍子”服饰品牌创始人——伍志红。

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为何要入股
一家卤味店？

“可能因为是农村人的情结吧！对农
产品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民以食为天，
只要产品做得好就一定有市场。”农村出
生的伍志红投资入股，于 2003年成立株洲
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几年之后，伍志
红购入好棒美公司的所有股份，这个叫

“好棒美”品牌故事正式开始。
“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做成百

年老店。”在创业发展的道路上，爱思考、
善于创新的伍志红选择“别人没走的路”。

当时，全市很多农副产品加工还处于
小作坊式生产阶段时，伍志红就

在株洲市董家塅高
科园购入

150亩土地，兴建厂房，建立专业生产流水
线，打造了一个十万级的净化车间，保证
食品加工的安全性。

在人才引进上，他出高薪聘请职业经
理人。“一个总经理的年薪是 30万元，一个
厂长年薪 20万元，这对于 15年前的民企而
言，算是大手笔了。”伍志红说。

不仅如此，公司先后与湖南农业大
学、湖南省农科院等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
积极合作探索，联合开发与引进新技术，
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实现中式肉制
品农产品深加工的绿色化、标准化、规模
化、工业化和自动化。通过研究实践，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目前，公司拥有 60
多项技术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专利。其
中，国家发明专利技术——肉制品 165℃
红外线反射烘烤加工技术成果被湖南省
科技厅鉴定为国内领先技术。

好酒还需吆喝。
为了推广品牌，企业投入重金聘请专

业机构对公司品牌形象、商标、广告语及
产品包装进行了专业化设计和推广，彼
时，“生活就要好棒美”这句品牌广告语，
在株洲乃至省内都家喻户晓。

……
经过几年发展，好棒美公司从一个七

八个人的小作坊成长为数百人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产品开发从单一产品“八
珍烤鸡”发展成为“好棒美”三大系列产
品；从散装熟食发展成包装熟食和具有特
色双层包装的休闲系列。2008 年到 2013

年，公司销售收入从几百万元突破至
上亿元，成为当时国内休闲食

品行业知名品牌。

1 始于作坊，兴于专业

2
“借势”直播，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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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渌香：“老酒”出新等风口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4月的春光细软明媚，在渌口区渌口镇花园村一个小山坳里，翠竹摇曳，酒的醇
香随风飘荡。

醉渌香酒厂里，蒸汽升腾，300斤大米经过蒸煮，等待晾凉拌曲，糖化、发酵，历
时 40天后，蒸馏出原浆酒进入窖藏，等待风味沉淀。

124年，渌口米酒从自给自足逐渐走向商品化，从酒香诱人来到走出去请人尝，
不仅让非遗传承活起来，更让老字号酿出了新市场。

渌口区淦田镇白鱼村，一个人均耕地1.6亩的偏
远山村。临江靠山，自然条件优渥，土地产量高。从
古自今，该村酿酒盛行。

“大家粮食吃不完，一个组二三十户，酿酒的就
有两三户。”贺家老酒第四代传承人贺进介绍。出生
于做酒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弟弟们看外公、爸爸、姨
父做酒，抢着撒酒曲药粉，闻着酒香长大，烂熟做酒
工序。

中国古法手工酿酒传承几千年，纯粮食发酵、
中草药制曲，搬运粮食、采制酒曲，样样都是力气
活。千百年来，做酒的，都是男人，连男人都嫌辛苦。

贺进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长大后都不愿
做酒。

眼看着父辈的制酒工艺失传，2015年，在广州
日资企业干采购经理的她，带着打工存下的 100万
元，回到渌口，扛起祖上做酒大旗。

在湖南乡野，米酒，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一
天劳作下来，两个山野小菜，一杯自酿或邻家纯粮
酿造的米酒，是农人们最好的能量餐。

然而，这种自给自足，让米酒在商品化的路
上，缓慢而艰难。

百年来，贺家老酒虽深受乡邻喜爱，却难以走
出乡村。“乡下卖酒，全靠人脉和信誉，各乡有各乡
的精神领袖。”贺进说，然而这种关系，往往难以向
其他村渗透。

接下祖业后，贺进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让贺家老酒走出去！

2017年，贺进去了衡阳
衡东、江西萍乡、湖北恩施、
杭州余杭、海南三亚等地，四
处拜师学艺。

酿酒江湖里，不同地域、不
同品种各有秘方门道。对于外人，
各地酒人自然不会和盘托出，但这
些多年做酒的男人们，无不惊叹于一
位做酒女子的造访——他们多少年不仅知
音难觅，甚至连学徒都招不到。于是，他们有所保留
地向贺进赐教。

然而，非遗打造，才是贺进从各地古法酿酒大
师取到最宝贵的经验。在江西，她听过一个浙江酿
酒非遗传承品牌的故事，神乎其神。为了见到这位
神人，她取消航班等他到来。不仅如此，她还请他
到了株洲现场指导。

“最后发现，他的那些文化内涵，我们都有。”
贺进说。经过半年准备，2018 年，贺家酒药制作成
功申报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非遗的申报成功，为贺家老酒打开了新天地，
当年，醉渌香品牌诞生。在当地部门的推荐下，各
种展会、旅游节等大型活动上，都有了贺家醉渌香
的身影。

也就是这一年，贺家老酒重生。“原本快撑不下
去了，非遗申报成功后，在长沙一个展会上，我们收
获了一个几百万的大单。”回忆起再创业的过程，贺
进感慨万分。

1 一个女子肩，扛起祖上做酒旗

2 一粒非遗曲，点活古法酒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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