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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这家中华老字号缘何被除名？
近日，商务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55个曾经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品牌
被移出名录。有细心网友发现，被除名的
企业中，山东占了3家，淄博石蛤蟆餐饮有
限公司的“石蛤蟆”品牌位列该“榜单”第
44。

创始于1928年的“石蛤蟆”缘何被中
华老字号除名？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天眼查”显示，“石蛤蟆”商标已经处于无效状态。 山东有3个品牌被中华老字号除名。

说起“石蛤蟆”水饺，这可是
老博山人的童年美食记忆。得知
被“摘牌”后，博山人刘波很遗憾，

“‘石蛤蟆’几乎是博山水饺的代
名词，以前来博山的人，若没吃上

‘石蛤蟆’水饺，就会觉得遗憾。
现在想来，那味道已经是童年回
忆了。”

作为博山餐饮文化代表的
“石蛤蟆”水饺，始创于1928年的
“石家饺子铺”。该店系博山城西
苇箔市街的石玉璞所开，位于孝
妇河畔西寺旁。由博山区区志编
纂委员会编的《博山区志》第八篇
第三章“博山名菜、名吃”中称：

“石玉璞在博山河滩经营的集市
饭棚发展成为饭铺。他制作的水

饺馅多、肉多，加海米、香油，调配
恰当，食之不腻，香美可口，到（上
世纪）40年代便相当出名，嫉妒
他的同行们给起了个外号‘石蛤
蟆’，意思是跳到热鏊子上，不久
便垮台。不料，‘石蛤蟆’倒成了
博山名吃。”

经营数年后，石家饺子铺改
名“石家饭铺”，并入博山饮食服
务公司（后更名为“博山饭店”），
虽然后来石玉璞与其子石广武先
后过世，其后人也淡出了餐饮行
业，但“石蛤蟆”水饺却得以传承
下来。

1997年5月，博山饭店注册
“石蛤蟆”商标后，历经了多次转
让，尤其2003年淄博石蛤蟆餐饮

有限公司在张店成立后，更是经
历了一场商标权风波。好在，一
切都无碍“石蛤蟆”于2006年入
选商务部评定的首批中华老
字号。

遗憾的是，“石蛤蟆”的高光
时刻持续时间并不长。2010年，
张店人民路与新世界商业街交叉
路口东侧，曾经门庭若市的“石蛤
蟆”餐饮主营店外，“中华老字号”
牌子被拆掉，大门浮上尘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散文
学会会长刘培国认为，无论是“石
蛤蟆”水饺的品质，还是当时餐饮
店的经营，其实都没有问题，“是
其他原因导致了‘石蛤蟆’的无奈
落幕。”

青岛发思特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淄博分公司商标部部长滕
学专表示，“石蛤蟆”这一商标，其
实已经从市场上消失很久了，“淄
博石蛤蟆餐饮有限公司破产后，

‘石蛤蟆’商标就被法院冻结无法
转让，在原所有人破产、主体消失
的情况下，这一商标就没有人用。
《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无正当
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
该注册商标。所以，该商标因为
连续3年未使用，被申请撤销，目
前正在走诉讼流程，效力待定。”

“‘石蛤蟆’走到如今这一步，
实在是太可惜了。”博山西冶工坊
总经理刘建华直言“石蛤蟆”不该

就此消失。
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山

东石蛤蟆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目前
处于“公司已吊销”状态，而“石蛤
蟆”商标下的主食、热菜、凉菜制
作、销售，有效期至2011年7月30
日。目前“石蛤蟆”商标处于“无
效状态”，“可申请注册”。综合以
上信息，足以印证滕学专所说，

“石蛤蟆”商标其实已经消失超过
12年了。

至此，公司已注销、商标已无
效的“石蛤蟆”被中华老字号除
名，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
之中。

“石蛤蟆”已消失12年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
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从
2006年开始，商务部部署开展了
中华老字号认定工作，分两批认
定了1128家中华老字号。记者
从山东商务厅官网查阅发现，山
东共有66个品牌入选中华老字
号，其中淄博有11个品牌入选，
仅次于青岛（19个）和济南（12
个），位列山东第三。

淄博为何有这么多中华老字
号？事实上，在这片齐文化浸润
的沃土上，著名老字号数不胜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里
一度活跃着400余家老字号，以
聚乐村、石蛤蟆、三友饭庄为代表
的餐饮业，以周村烧饼、清梅居、
景德东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业，以

泉祥、鸿祥、瑞蚨祥为代表的商贸
号，以万春堂、天和堂为代表的医
药行业……在这里交相辉映。遗
憾的是，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
的公私合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特殊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
场经济浪潮这3次比较大的冲击
后，大批老字号消失于历史长
河中。

大浪淘沙过后，商务部为何
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物局
等5部门，组织对已有中华老字号
开展复核？

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随
着形势的变化，中华老字号认定
条件和管理体制等需要进一步完
善。与此同时，《扩大内需战略规

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
“打造中国品牌，培育和发展中华
老字号和特色传统文化品牌”。
在此背景下，为充分释放老字号
创新活力，今年1月，商务部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中华老字号示范
创建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提
出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名录原则上每3年认定并公布
一次。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被移除
的55个品牌中，有长期经营不
善，甚至已经破产、注销、倒闭的，
比如淄博的“石蛤蟆”；也有丧失
老字号注册商标所有权、使用权
的，比如济南的“泰康”“奇美”。
此外，还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的
73个品牌要求限期整改，其中有

山东的3家。这也意味着，如果限
期内没有整改到位，被除名的老
字号还将增加。

“有的老字号不设门槛地授
权他人使用，造成了广大消费者
的权益受损，对于整个老字号都
有不好的影响。”北京市知识产权
库专家董新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次整改对于保持老字号品
牌的整体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同时对于现有老字号品牌
的运营起到一定的震慑效果。

经过此次复核后，淄博与济
南以10家中华老字号并列山东
第二。这10个中华老字号分别
为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的

“扳倒井”、山东华王酿造有限公
司的“王村”、山东黄河龙集团有

限公司的“强恕堂”、山东周村烧
饼有限公司的“周村”、淄博仁德
茶叶有限公司的“仁德”、桓台起
凤整骨医院的“起凤”、山东玉兔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玉兔”、山
东聚乐村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的

“聚乐村”、山东淄博清梅居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梅居”、淄博
临淄万春堂骨科医院有限公司的

“万春堂”。
在滕学专看来，中华老字号

进入动态管理机制，对市场、消费
者来说都是好事，“一方面，可以
保护老字号‘金字招牌’的成色及
中国品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可
以倒逼老字号们不断守正创新，
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良性竞
争。”

淄博仍有10个中华老字号

像周村烧饼一样守正创新

“中华老字号”到底是如何认
定的呢？

历史悠久为“老”，文脉传承
成“字”，经久不衰称“号”。具体
到商务部对于中华老字号的新认
定标准来说，总分100分中，“历
史文化深厚”占38分、“经营管理
规范”占22分，最后“创新发展能
力突出”占比最高，达到40分。
此外，除考核品牌创立时间悠久、
文化传承有力外，还要求原址保
护完整、品牌建设规范等。

一举除名55个品牌，让中华
老字号告别“只进不出”“一‘老’
永逸”，也需要进行“KPI”考核。
洗礼之下，我国老字号的区域格
局迎来新的变化，比如云南、山西
等省老字号品牌数量排名一朝倒
退近十位，再比如宁夏仅有的两
个中华老字号集体“摘牌”，陷入
暂无老字号的尴尬处境。

仔细梳理一下此次被摘牌的
老字号们，其实不少都有着种种
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品牌和企
业已经分家，有的是因为动迁或
牵涉纠纷，也有产品质量问题，或
是多年未曾正常经营，甚至有已
经注销的。对此次复核，滕学专
表达了支持的态度，“有些老字号
不管是服务还是商品，不思进取，
还想着老吃老做，现在终于不能
躺在老字号名头上吃老本了。”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此前要
求中华老字号必须是创立在
1956年以前，《办法》调整为品牌
创立时间在50年（含）以上。可
以预见，将来还会有“石蛤蟆”这
样的老字号被除名，但也会有很
多耳熟能详的新品牌成为中华老
字号。

今年夏天，百年老字号品牌
茅台与年轻人喜爱的咖啡碰撞，

让“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
这句传唱多年的歌词变成了现
实，迅即被年轻人追捧。

类似的创新，在淄博却并非
新鲜事。早在去年6月，周村烧饼
就与盒马联合推出新品“烧饼配
酸奶”，上架后受到市场热捧。盒
马研究人员张香伟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这款新品上架后，深受广
州、深圳、上海等地消费者喜爱，
销售增幅进入食品类排名前五，
而且常常断货。

“老字号要焕发新生，需要积
极拥抱年轻人。”在山东周村烧饼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兆海
看来，“周村烧饼未来必须依靠科
技的力量，研发更适合现代人饮
食习惯的新产品和符合年轻人审
美时尚需求的新包装。”

回看近几年老字号们的动
向，不难发现不少企业都在乘势

破圈，其中跨界营销是不错的战
术。不过，董新蕊认为老字号创
新不能忽视口碑，“切忌一味追逐
热点，要维持品牌的坚守和传承，
从而维续来之不易的口碑和知识
产权。”

数据显示，近年来许多中华
老字号发展势头良好，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超1.2万亿元，近7成企
业实现盈利；今年前三季度，老字
号营业收入已超过2022年全年
水平。良好的发展势头下，也有
部分老字号出现了一些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商务部采取了一系
列必要的监管措施，比如建立老
字号大数据监测平台，密切跟踪
企业经营情况，实时监测社会舆
情，对出现问题的及时预警，果断
采取措施，引导老字号健康发展。

在当代人消费理念日益转变
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老字号选

择重新定位、主动接近年轻人，在
守住品牌核心价值的同时，着眼
生产流程、产品标准、企业文化等
领域系统施策，积极建设品牌的
内涵与外延。或许这些探索的成
败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品牌历
经百年风雨延续传承至今，其坚
持创新本身就值得肯定。

“没有永恒的老字号，也没有
长期的新品牌”。老字号名录的
复核既是监督也是激励，怎样回
答好守正创新这道必答题，需要
老字号们持续探索。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继洋

22日，阴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3～4级阵风6级，6～18℃ /
23日，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增强至4～5级阵风6～7级，-3～9℃ /
24日，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减弱至2～3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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