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企业用力点赞的“老字号
创新加速营”和“新国潮 青春范
儿”青年文创大赛是专项行动今
年重点推进的两个项目。

所谓“老字号创新加速营”，
就是将老字号创新需求与社会创
新资源、创业力量整合，以市场化
手段满足老字号“求变”和创业者

“求新”的共同愿望，进一步激活
黄浦区“老字号”创新氛围。

据项目负责人一度天使创
始人曹清介绍，“老字号创新加
速营”从去年6月份正式在上海
黄浦启动，经过近15个月的时
间，老字号创新加速营共调研6
家老字号品牌，发布42个老字号
创新需求，开展线下活动15场，
线上推广社群超过100个，媒体
支持 40 家，活动影响范围超过
2000多人，吸引207个长三角范
围内新零售、新营销、人工智能、
文创消费项目报名，最终筛选出
60个与老字号创新需求相关领
域的初创企业或小微企业CEO及
联合创始人共同参与，并促成12
项老字号意向合作创新成果。

“新国潮 青春范儿”青年文
创评选活动则是专项行动搭建
青年群体与沪上老字号品牌之
间的平台之一。

据青年报社融媒体中心徐
皎飞介绍，“新国潮 青春范儿”
青年文创评选活动是去年12月
启动，带着“向年轻人传播老字
号文化”愿景，主办方与老字号
品牌携手走进了包括上海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
学院、上海海洋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上海商学院等沪上众多高
校，同时走进8号桥园区进行了
大赛推介和老字号论坛交流活
动。几个月的时间，共收到了70
余件作品方案的提交，有来自高
校设计类学子，也有成熟的设计
公司作品，这其中还有来自西安
等外省市的作品方案。

“从一幅幅充满了设计感和
现代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青
年人对焕新老字号的无限热情，
也反映着年轻人对老字号品牌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态度认
可。”徐皎飞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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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计划启动至今已经三年多了，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专项行动效果显著、成绩斐然，成为黄浦
区乃至全市品牌建设和创新探索的成功典范，许多“老字号”在专项行动中展现了无限的青春活力。为总结专项行动三年工作经验、听取各
界的意见建议、更好为新一轮行动开展提供助力，近日黄浦区召开“老字号从‘心’出发·行更远的路”创新创业座谈会。20余位来自区职能
部门、老字号企业、高校、企业、媒体的代表集聚“星光色谷公共创业实训基地”，共谋老字号发展、共话创新创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从“心”出发 行更远的路
三年的坚持与突破，为老字号注入青春活力

“五新”驱动 绽放前所未有的双创活力
每一个老字号，都是城市的

一段传奇。
上海市共有185家老字号品

牌，其中黄浦区就有95家，占半数
以上，围绕老字号品牌的传承、创
新和发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既
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创
新创业的有益载体。四年前，黄
浦区人社局就围绕创建创业型城
区工作，开始思考和探索将创建
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推
进，其中如何焕发出沪上“老字
号”的新活力成为重中之重。

2017年5月20日，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赵祝
平、时任中共黄浦区委书记汤志
平共同启动黄浦区“老字号·新
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计划，
也在黄浦区诸多“老字号”中掀
起一股青春风暴。

“老字号·新活力”创新创业
专项行动推进三年多来，紧密围
绕“新伙伴+新技能+新使命+新
模式+新视野”五“新”目标进行
推进。

三年多来，新伙伴在不断加
入，他们是星光摄影、湖心亭、老

凤祥、恒源祥、邵万生等30多家
品牌；有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东华大学、中华职校、商
贸旅游职校等20多家院校；此外
还有300余家创业组织，30多位
市区创业指导专家以及20多个
社会机构，这些成员之间形成了
良好的合作和强大的合力。

五“新”专项计划开展得如
何，伙伴们最有发言权。

邵万生商贸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郑峥业带着两件新产品
走进会场，暖黄的包装十分引人
注意，它上面印着红底黑字的

“三阳南货店”，袋子下方还印有
“coffee&cake”的字样，整个包装
袋既有百年老字号国潮范，又含
青春活力元素，另一只蛋糕礼盒
直接印上萌萌的猫脸，给人独特
新颖的感受。

“这是华理大学生的设计方
案，我们仅有40天就落地于公司
最新产品的包装上。”郑峥业介
绍，因为惊喜于大学生们天马行
空的创意与十分接地气的设计
作品，这家百年老字号与华东理
工大学合作打造“老字号创新工

作坊”，同时邀请大学生参与邵
万生、三阳南货店在南京路东拓
街的创新首店的运营，合作以
来，大学生们给老字号企业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华东理工大学也是老字号，
能和邵万生牵手成功，我很诧异
也很开心。”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
计与媒体学院研究员倪海珺认为
这样校企合作很有意义，但他提
醒老字号，多年实践显示，企业的
成功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创意，
也不是取决于策略，而是取决于
掌门人的创新和决心。

“老字号有资源，也有文化
底蕴，但如今的时代如何打开这
张牌，我们也很忐忑。”第一铅笔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凌
蓉介绍，他们今年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参加了专项行动系列活动
中的“新国潮·青春范儿”青年文
创评选，岂料在此过程中发现了
一名海事大学大三学生剪刀的
工业设计很有灵气，于是立刻联
系该生来公司实习，如今该生在
参与公司很多新项目设计，“给
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老字号是一个城市历史感
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
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
秀传统文化。2020年，“老字号·
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将开
启第四个年头，未来如何走，是
众人关心的话题。

在座谈上，老字号企业代
表、高校代表围绕“企业内部创
新和外力创新资源合作”“企业
创新和创业人才培育”“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和服务
功能提升”等方面展开充分交
流，并就高校人才与老字号企业
对接、老字号企业之间联动等方
面达成初步共识。

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
任彭明建言老字号想要与时俱
进，就不能把自己当“老字号”。
她表示“黄浦区正在创建创业型
城区，区就促中心未来三年专项
行动将更注重深度融合，新建老
字号产教研平台，以老字号产业
创新为命题与学校教学创新实
践充分结合，让学生创业社团通

过参访、调研、设计、路演等形式
参与老字号创新，走出一条具有
黄浦区老字号特色的产教研道
路。”

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
傅宁总结“老字号·新活力”专项
行动未来三年着眼五个点：

一是提升老字号内创能力，
比如提供员工直播培训，开展内
部创新创业大赛，加强高校合
作，挖掘企业优秀人才；二是提
升老字号外创能力，例如加强老
字号资源之间的交流，加强区老
字号与长三角老字号互动，加强
老字号与新兴品牌的互动；三是
创新创业政策推广优化，丰富黄
浦区老字号公共创业实训基地
内容，优化资源服务；四是未来
青年就业政策的调整，将更多倾
斜保障老字号；五是及时梳理专
项行动中的好故事、好经验，不
断提升该专项行动的影响力，助
力黄浦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

“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
化”四大品牌。

搭建桥梁
让青年人与老字号完美融合

展望未来
走出有黄浦特色的产教研道路

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傅宁提出
未来三年着眼提升老字号内创能力。

座谈会上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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