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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一则探访狗不理
包子王府井店的视频在社交网络
上引发广泛关注。在实地探店狗
不理王府井店后，微博博主发布了
评论视频，将在狗不理的消费体验
总结为四个字：难吃价贵——“酱
肉包里面全是肥肉”“特别腻”
“100块钱两屉有点贵”。

视频发出后不久，名为“王
府井狗不理店”的微博账号发布
一则声明称，该视频博主侵犯名
誉权，所有恶语中伤言论均为不
实信息，并表示已经报警——这
波以报警代替反省的操作引发
网民新一轮吐槽。

一些消费者表示，该店无法

正视差评，反而“恼羞成怒”，凸
显了个别老字号傲慢、守旧、不
重视消费者体验的弊病。

记者查询点评APP发现，过
去6个月中该店的评分持续稳定
在 2.8分左右。随机点开几条点
评，多数评论是到店消费的顾客
因不满而留下的篇幅不短的“小
作文”。

针对狗不理王府井店上述
风波，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月 15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解
除与该店加盟方的合作，并组织
旗下所有酒店对照网友提出的
评价逐一进行自查并严肃整改，
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因一家加盟店砸牌子

百年老字号加盟店“倚老卖老”，谁之过？
新华社电 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一块招牌就是一段传奇。老字号饱经沧桑的牌匾上，不仅凝结了一代又一代传承者的匠心，更凝聚着无数

国人的美好记忆。
然而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狗不理的一家加盟店口碑翻车，引发了老字号求变之困的业界讨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如何守正创

新，让金字招牌名副其实、行稳致远，是每一家老字号需要正视的问题。

近年来，老字号发展、老字
号非遗技艺的传承一直得到国
家的呵护支持。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就特别强调，加强品牌
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

2017年初，中办、国办发布
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
出，实施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
程，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
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
字号做精做强。商务部、发改委
等多部门也曾印发《关于促进老
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为老字号“历久弥新”出招。

然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趋多元的消费菜单，老字号企
业的转型求变之路并非坦途。

天津狗不理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狗不理食品”在 2015年新
三板上市后，于2020年5月10日
终止挂牌。北京某知名老字号
企业自 2017年以来净利润连续
下滑，2019年，该公司净利润较
2017年下降了60%。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华老
字号品牌发展指数》显示，产品
老旧、服务落后、无法吸引年轻
消费者，是部分老字号业绩下滑
的原因。组织架构陈旧、市场反
应滞后、人力资本匮乏、欠缺互

联网思维等，成为一些老字号发
展面临的共同困境。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胡左浩说，多数年
轻消费者如今追求的高品质、
高颜值以及新的消费体验，是
消费升级的表现。“在消费升级
的背景下，消费市场已告别‘量
的满足’，向‘质的消费’和‘情
感消费’转变。”

在近些年的转型尝试中，有
的老字号尽管勇敢尝试了新的
菜品研发、新的渠道管理，但服
务的姿势依旧是躺在历史的“功
劳簿”上，不适应从卖方市场向
买方市场的角色转换。

古今中外，任何一家百年老
店的持续经营都不容易：变革，
担心丢失传统；固守，又抓不住
增量市场。守正、创新，是摆在
每一个老字号企业面前的考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
场营销系副教授王锐说，许多
国外百年品牌非常擅长去抓
住每一代消费者的心，不论是
产品设计、包装，还是品牌塑
造、推广营销，都让人们觉得
很“年轻”。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实
中，国内个别老字号仍习惯于强调

“百年”“御赐”的品牌渊源——但
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消费理由。

“拿产品来说，改革开放之
前，物质相对匮乏，大家对口味、
健康、品质的要求没那么高。现
在，如果还只是老配方，有的消
费者就不一定会买账了。”胡左
浩认为，除产品不够现代化之
外，品牌塑造能力不足、经营模
式与经营策略老化、组织管理模
式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导致一些
老字号的吸引力下降。

不容否认，面对瞬息万变的
市场，一些老字号主动求变，找

到了新的商业节奏。张小泉、五
芳斋、片仔癀、回力、海天味业等
许多不同类别的老品牌正在走
出舒适圈，向新零售发力，通过
品牌重塑、品类扩张、拓宽渠道，
改进产品包装、传播方式、生产
技术，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胡左浩说，传统是老字号的
竞争优势，但品牌要传承，就必
须融入时代脉搏，积极适应市
场，满足大众需求。“只有靠过硬
的产品打天下，以精细的服务获
得用户喜爱，民族品牌才有可能
基业长青，走向世界。”

加盟店“倚老卖老”惹争议

老字号亟须守正创新

部分老字号陷入尴尬境地

外卖小哥成交通事故高发群体
“合理”的算法为何“失控”？

新华社电 近日，一些网络平台外卖小哥的职业困境，让外卖平台与算法系统颇受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外卖小哥成为交通事故高发群体，曾以精准、合理、优化为标签的算法，引

发业内广泛讨论。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金源小区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巢湖路（龙中公路）南侧、雍州路（郑港四街）西
侧，项目占地面积 50597.4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2625.59 平方米。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须通
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有欺诈、违约、
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
标。 二、投标报名与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9 月
18 日 -2020 年 9 月 24 日。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
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
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86199679。 招标人：
河南龙中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236927780

河南龙中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赶时间”是核心原因
记者从深圳交警部门获悉，

仅今年8月，深圳全市就查处快
递、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1.2
万宗，占非机动车违法案例总数
的10%以上。上海市医疗急救
中心医护人员说，8月的每周都
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单子。

“赶时间”是核心原因。一
名骑手说，2018年前后平台给
他的每单送餐时间是 40分钟，
但后来被压缩到30分钟。“有时
候从商家拿到外卖都过去20分
钟了，剩下的10分钟我要骑行3
公里、跑进小区、等电梯上楼。”
他说。

平台压缩时间的主要依据
是建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

础上的算法系统。与算法系统
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严格的考
核机制：一方面，外卖平台以
“按单计价”激励外卖骑手尽可
能多接单送单；另一方面，平台
通过准时率、差评率、配送原因
取消单量等考核严格约束骑
手。准时率的降低，意味着外
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中失去了
“接单优势”，也会在内部排名
中降低名次，无缘各类奖励。

这种“算法加考核”的机
制，令从业者心理压力倍增。
一名骑手说，有一次他与电动
车相撞，“当时爬起来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不能超时，都顾不
上想对方和自己伤得怎么样，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

仅有算法是不够的
面对社会质疑，饿了么称

将尽快推出新功能——“我愿
意多等 5分钟/10分钟”按钮，
供消费者选择。美团则称将改
进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 8分
钟弹性时间。

有受访人士认为，解决外
卖骑手面临的困境，最重要的
是平台企业能够正视、尊重和
真正保障劳动者权益，而不是
让算法成为只会为企业赚钱的
冰冷工具。

近年来，面对新兴业态的挑
战，多地已开始加大管理力度。
比如，广东佛山已建成89个固定
交通安全教育点，加大对外卖快
递骑手等群体的交通安全教育；

对于员工交通违法较多、交通安
全管理薄弱的外卖企业，佛山公
安交警组织约谈企业负责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马亮建议，新兴业态必
然会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构成冲
击和挑战，涉及劳动者权益保
护、职业安全、安全生产等的通
用性法律，需要及时修订。跟
某个行业直接相关的问题，也
需要新的法规及时回应。

此外，外卖行业的问题牵涉
多个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主要监
管部门，对失序的竞争行为进行
纠偏。马亮还建议，外卖骑手属
于“流动中的安全生产问题”，也
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压实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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