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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醴陵，“渌江”牌香肠、腊肉是
许多人记忆里的乡味。醇厚弹牙的
口感、鲜香质朴的味道，让人回味了
六十多年。今年，这一品牌入选“株
洲老字号”，成为城市品牌印记。

本土化的老字号品牌如何在市
场竞争中走远？摆在“渌江”前的问
答题，如同一道大门，连通起老字号
品牌的过去与未来。

●老城里的老品牌
1956 年，醴陵县加工厂成立。

这家以屠宰为主业的国营企业，在
供应当地肉品市场的同时，也顺带
加工一些腊制品，在当地口碑极佳。

“那时候企业在醴陵本地设了
4个销售点，从早上开卖，每天到了
下午四五点便被抢购一空。”王芝石
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回忆起加工厂
的辉煌时刻，他的神情难掩自豪。

几十年来，加工厂沿袭古法加
工手艺，由工人手工制作，用瓦岗腌
渍肉类，再用纯天然的茶壳、谷壳进
行熏制。腌肉时不添加防腐剂，只用
炒过的盐按专门的配比，佐以少量
香料进行腌渍。配方是经过几十年
经验总结得出，经得起时间推敲。

滚滚渌江穿城而过，见证城市
变迁。起初，加工厂以“渌江”为意，
为腊制品命名。直到 1988 年，加工
厂正式注册“渌江”牌肉制品商标，
与城市共成长。

1989 年，“渌江”牌肉制品获得
中商部表彰，2012 年，该品牌又在
省内拿下芙蓉奖，为品牌再添光彩。

醴陵人李先敏每次从北京回
来，他的母亲都会特意去市场上买
上几段“渌江”香肠，蒸给儿子吃，

“鲜香的香肠嚼在口里，就是小时候
妈妈做菜的味道。”

“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味道，好
多从外地回来的人，特意过来排队，就
是要尝尝‘家乡味道’。”王芝石说。

让品牌走出去
60余载时光变迁，加工厂经历

岁月更迭，曾经的醴陵县加工厂更
名为黄河肉类加工厂，企业也完成

了改制。
4月 7日，记者前往黄河肉类加

工厂。穿过热闹的城市干道，在一个
僻静的窄巷里，“黄河肉类加工厂”
的招牌印入眼帘。火红的灯笼、老式
的建筑、爬满爬山虎的厂房，里面的
种种都留下时光的痕迹。

在厂门口，工厂的新掌门何慧
在阳光下向记者热情地招手。她的
丈夫曾是加工厂的负责人，如今企
业由她接手经营。

加工厂依旧沿用传统方式生
产，里面的工人也保留了下来。他们
熟悉操作流程和加工手法。

但加工厂的销量也与前些年基
本保持一致——这一点让何慧颇为
烦恼。毕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何将“老字号”做大做强，让
品牌走出醴陵，是摆在何慧面前的
难题。其中两个现实问题最为棘手。

其一是商品保存问题。“为了保
证产品的口感，产品没有添加任何
防腐剂，但也对存放条件提出了更
高要求，食用期限大大缩短，即在
20℃以下环境中只能保存约 2 个
月。”何慧坦言，正因如此，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渌江”牌肉制品只限于
醴陵本地销售，连株洲城区都很少
进入。这大大制约了品牌的知名度
和推广度。

其二是商品产量问题。由于人
工的制作技艺，限制了产品的量产，
让这一“老字号”的“香味”被局限在
了“巷内”。

渠道拓展是何慧选择的破局方
向。在她看来，拓宽销售渠道能让品
牌走出醴陵，让更多消费者知晓，从
而以销量带动产量。

为此，从前年起，企业就做了不
少尝试。比如他们与醴陵当地电视
台合作，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让
品牌走上“云端”，销往全国。“我们
还在努力参加各类展会，向外推介

‘渌江’腊制品。”何慧说。
作为“老字号”经营管理者，何

慧也期待相关政府部门能帮忙“牵
线”，予以资源、政策等支持，让这一

“老字号”品牌有更多在大型展出、
活动中有更多“露脸”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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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走小清新，或行庭院风，或人造
古典景致，或店名别出心裁……伴随着
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当下各种营造“氛围感”的餐饮店频
出。但有一家餐饮店，却和它的店名一
样，30多年来保持着“传统”风格。

它就是——沈记大酒楼。
作为株洲首批老字号品牌里唯一

一家餐饮店，这家酒楼是如何从一个
路边的档口小店，成长为如今上千平
方米的大酒楼，为何又能屹立餐饮界
30 多年风采依旧？4月 11日，记者对其
进行了探访。

●小店，靠“良心”发家
如今坐落于渌口区茶亭路一街角

处的沈记大酒楼，发韧于渌口火车站
旁的一个小档口。

上个世纪 80 年代，正值改革开放
热潮时期，想干出一番事业的沈新玉
辞去稳定工作，选择“下海”经商，用借
来的 5 万块钱，租了一个 20 平方米的
小档口，开起了饭馆，并取了一个具有
时代烙印的名字——“发展酒家”。

彼时，渌口火车站周边区域是该
区的“CBD”，改革开放后该区第一批创
业经商的个体户齐聚于此。民以食为
天，相对来说，饭店生意门槛和风险都
较低，但这也意味着竞争激烈。

如何从一街小店中脱颖而出？
起初，家中排行老四的沈新玉，凭

借哥哥姐姐们带着亲朋好友捧场，小
饭馆生意不错。“人我是带来了，但是
能不能留住客就靠你自己，要对得起
顾客。”大哥跟沈新玉说。

这句话，沈新玉一直铭记于心。
在有同行小店为节省成本，用不

新鲜食材甚至地沟油的时候，沈新玉
打出的招牌就是用自家炼制的猪油、
茶油和正规品牌的桶装调和油；一手
自制腊味也是童叟无欺，让这家小店
攒下一批忠实的客源；为保证食材新
鲜可靠，酒楼的采购一直由沈新玉亲
自负责。

“虽然自己辛苦，成本也高，但是
口碑有了，客源多了，就当薄利多销。”
沈新玉说，好口碑，一传十，十传百。

“发展酒家”渐渐成长为走出小档口的

“沈记大酒楼”。
因为生意兴隆、门店扩张所需，沈

记大酒楼搬迁了 6次，现在成了营业面
积 1680平方米、可容纳 80桌酒席的两
层大酒楼。

●“坚持”，成就“老字号”
但沈记大酒楼之所以能成为今天

的餐饮老字号，沈新玉认为最重要的
是“坚持”。

坚持做好一件事。2005年左右，沈
记大酒楼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酒楼。
沈新玉也早已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当时有投资房地产等赚快钱行业
朋友向她抛来“橄榄枝”。

“说实话，餐饮给我带来了财富，
给家族生活带来了改善，是我的衣食
父母，我不舍得放弃。”沈新玉更舍不
得她手下一批跟着她一二十年的老员
工，她喜欢跟他们一起做事。

坚持对得起顾客。2008年年底，因
冰雪灾害，沈记大酒楼原本接下的绝
大部分订单都退单了，女儿也打算接
沈新玉去深圳过年，但沈新玉却临时

“变卦”了。
“我有一批老顾客朋友，他们中有

要办满月酒的、有办搬家宴的，很多酒
楼因食材不够，都不接单了，我不能推
脱，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沈新玉说，
在她看来，没有老顾客们的支持，就没
有沈记大酒楼的今天。

当时，已经 50 岁的沈新玉还是亲
自到芦淞区钟鼓岭菜市场采购食材。
雪厚路滑，她拄着拐杖走了两个半小
时，才走到钟鼓岭。

正是凭着这股干劲，尽管旁边的
饭店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沈记大酒
楼”这块招牌一直风采依旧。

“我们的 60 寿宴、儿子娶亲、孙子
满月……一家三代的重要宴席都在沈
记大酒楼里完成。”一位 20多年的老顾
客告诉记者。

尽管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尽管当
下受疫情影响，但沈新玉心中不慌。

她认为，老字号品牌，最为看重的
就是品质。“无论如今餐饮市场怎么
变，我们都会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
理念。即，坚守品质不变、坚守服务不
变，坚守老字号优良传统不变，不断丰
富品牌内涵。”沈新玉说。

“渌江”牌腊味：
让“肉香”飘出“巷外”

藏在深巷中的黄河肉类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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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记大酒楼：
不变的是“初心”

沈记大酒楼
外观。

株 洲 日 报·
掌 上 株 洲 记 者/
易蓉 摄

味
道

﹃
烹
法
﹄

老字号复兴
我们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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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老字号·新故事》系列
最后一期，这个系列报道也就此收
尾。回顾过去七期报道，我们深入
城市“血管”之中，走访了 14 家“株
洲老字号”企业，希望通过追溯它
们的脚步，倾听它们的故事，找到
推动城市老字号发展的思路与线
索，在探索中展望未来。

在这场特殊的旅程中，我们欣
慰地看到了一座城市商业繁荣的
微观景象。在城市发展历程中，有
这样一批企业，它们执着于品质与
服务、诚信与匠心，在波涛汹涌的
市场浪潮中，以做百年企业为目
标，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不为外界所扰，只为心中所念，坚
持走出坚实的步伐。

它们中的部分企业已然找到
连通历史与未来的出路。有些“老
字号”企业因时而变，自我革新，拥
抱年轻化市场，积极探索触网之
路。有些企业运用技术化手段，破
解过去困扰企业的商品运输、储存
问题，让本土“老字号”有机会“走
出去”。还有些企业改变过去讲故
事的方式，走出一条非遗传承之
路，用品牌带动企业发展。

也有一些企业尚处于迷茫的
探索阶段。对于它们而言，许多困
难依然摆在眼前，等待他们的管理
者去克服、去突破。比如，如何扩产
扩销，从城市一隅走向世界，从乡
村走向城市；又比如，在激烈的市
场化竞争中，面对外地品牌挤占空
间，如何在日渐狭窄的发展道路上
杀出一条血路；再比如，在全新的
商业环境下，“老字号”品牌如何突
破传统经营方式，实现现代化管理
之路。

坚守品质，妥善保留消费者喜
爱和留恋的特质，摈弃不符合市场
规律的故步自封，在适度的创新中
寻求“新与旧”的平衡，老字号才可
以重焕青春，在新锐的市场潮流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表达。

这个过程需要企业自身不断
探索尝试，也需要政府部门从身后
推一把、拉一下。实用而具体的扶
持政策，不仅将为“老字号”企业提
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政策帮扶基
础，同时也将激活“老字号”企业的
内生动力，为企业做大做强打下基
础。

“老字号”需要新人才。针对人
才短板，政府部门要更加关注当代
老字号掌门人、管理者、经营者的
培育，并战略性培养二代、三代掌
门人、继承人，以人才建设推动“老
字号”品牌建设。

“老字号”需要新平台。要帮助
更多老字号“出圈”，靠“单打独斗”
力量太薄弱。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平
台搭建，打造我市老字号的集中展
示窗口、特色旅游线路，支持我市
进一步包装老字号产品、建设老字
号展示中心、开展“老字号进博会”

“老字号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老
字号促消费活动。

“ 老 字 号 ”需 要 新 推 手 。许 多
“老字号”看似成熟，实则羸弱，需
要政府部门给予从营商环境角度
给予更多融资、推广等政策、资源
支持。只有精准滴灌，方能为“老字
号”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老字号”是城市品牌的集中
代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传承载体。“老字号”复兴，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同路径，只有传
统品牌释放新生活力的路径思考。

老字号复兴，路还很长，但我
们有信心。

经观杂谈

沈 记 大 酒 楼 的 招 牌
菜之一“沈记头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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