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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充分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全面促进消费、坚定文

化自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推动我省老字号

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力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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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末,全省老字号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体系基本建

成,健全促进老字号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全面树立 “山东老字

号”公共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老字号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老字

号高质量发展成为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建设重要内容,

全省老字号企业整体营收规模超过３２００亿元,培育形成一批老

字号骨干企业.

二、夯实老字号保护体系

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等法律手

段,加大对老字号企业名称和商标的保护力度;引导老字号企业

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省老字号企业协会成立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面向老字号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省市场监管局)

２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将 “山东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列

入齐鲁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重点项目,开展老字号保护发展的基础

性理论研究.(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将老

字号传统技艺纳入国家、省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博

物馆登记备案、列入名录,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遗存认定为文

物,推动各级政府将具有重要价值的老字号文物遗存核定公布为

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修缮保护.(省文化和旅游厅)

３强化原址风貌保护.将符合要求的老字号建筑公布为不

可移动文物或历史建筑,杜绝拆除承载老字号有关功能的文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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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历史建筑,建设工程选址应当避开,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

的,应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推动各地对老字号建筑改造修缮,在原址原貌基础上,开

设老字号博物馆、展览馆、体验馆、文化馆等.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在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中,对老字号资源富集、空间分布集中的区域进行整体保护,

明确空间形态管控要求.(省自然资源厅)

三、优化老字号传承体系

４促进技艺传承.将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项培训重点对象,鼓励中青年传承人申报并进入各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通过提供传习场所、经费补助等形

式,为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等提供支持. (省文化和

旅游厅)在有条件的高校和职业院校设立山东老字号暨非遗文化

传承创新基地.(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支持

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参与职业技能大赛,推荐拥有符合条件高技能

领军人才的老字号企业申报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支持文化类老字号企业申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和项目目录.(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鼓励中医药老字号

企业挖掘、申报、生产名老中医的经方和验方,支持开办中医诊

所,符合条件的纳入医疗保障定点管理. (省卫生健康委、省医

保局)支持老字号企业申报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省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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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卫生健康委)对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职业

培训补贴等政策.(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５促进文化传承.指导老字号企业收集、整理档案史料,

支持促进老字号档案的保护与开发.(省档案馆)鼓励有条件的

社会组织和老字号企业建设博物馆、展览馆、体验馆、文化馆

等,并按规定给予政策支持.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支

持行业协会、老字号企业等联合举办 “老字号嘉年华” “老字号

购物节”等活动.(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６促进品牌传承.鼓励各类各级媒体开设老字号专题专栏,

持续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在媒体采访活动中,设置老字号相关内

容,展现老字号品牌文化风采. (省委宣传部)持续编印 «山东

老字号»,制作老字号丛书、画册,支持拍摄老字号纪录片、影

视剧等,通过现有资金渠道重点支持.(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

省广电局)开展 «山东省老字号志»推广行动,围绕志书研发文

创产品、有声读物等;将老字号纳入地方各级史志记载及各地方

志馆建设与展陈.(省商务厅、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

７完善认定规范.统筹推进中华老字号、山东老字号的申

报、认定;不断完善老字号动态管理机制,实施 “黄牌警告”和

“退出机制”,对老字号企业发生重大变化已不符合 “山东老字

号”条件的,应责令整改,整改后仍无明显改善的,暂停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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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 “山东老字号”,并向社会公布.(省商务厅)

四、健全老字号创新体系

８推动生产技术创新.鼓励老字号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智

能化升级,并给予政策支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鼓励老字号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开展技术合作,共建研发中心.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

９推动产品服务创新.引导老字号运用先进技术创新传统

工艺,打造符合国潮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商务厅)支持举办老字号文化创意活动,鼓励老字号

企业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并列入相关文化和旅游产品

重点推广范围.(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

１０推动经营业态创新.鼓励各类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

区,支持建设老字号集聚发展的电商、直播等各类基地;引导老

字号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发展新业态. (省商

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纳入老字号

工业旅游基地、老字号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将老字号工业旅游纳

入到 “好客山东”旅游线路进行重点推介.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商务厅)

１１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家庭作坊型老字号向企业化转

变、家族式老字号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国有老字号企业深化产

权制度改革.(省商务厅、省国资委)完善老字号商标、专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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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融资体系,引导老字号建立完善经营管理机制及风险防控体

系.(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五、深化老字号发展体系

１２推进品牌化发展.把老字号高质量发展作为质量建设重

要组成和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重大举措,衔接 “好品山东”品

牌建设工作,纳入质量强省建设整体布局. (省市场监管局、省

商务厅)建立老字号培优创优体系,通过认定匠心大师、匠心产

品,培育一批标杆企业、领军人物和金牌产品. (省商务厅)支

持老字号企业争创中国质量奖和山东省省长质量奖;支持老字号

行业协会、企业加强标准化能力建设,鼓励参与国家、行业、地

方标准的制修订.(省市场监管局)

１３推进集聚化发展.制定老字号集聚区认定办法,鼓励各

地建设老字号产业园、商业街区等,支持引导老字号集中入驻、

抱团发展.(省商务厅)支持特色商圈、旅游景区和各类客运枢

纽引入老字号企业开设旗舰店、集合店,鼓励购物中心、商超等

设立老字号专区专柜,支持在博物馆、旅游景区、购物中心、社

区等建设山东老字号暨非遗文化体验馆,鼓励各地探索建设老字

号博物馆集群.(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允许老字号企业

按照传统或特有风格对门店进行修缮,保留符合招牌设置要求的

特色牌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

１４推进融合化发展.发起成立黄河流域老字号联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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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老字号创新发展大会、博览会、嘉年华等活动. (省商

务厅)推动省老字号企业协会与国内外各商协会建立多元化合作

机制、创办融合化活动,支持老字号企业与各业态领军机构进行

跨界融合.(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１５推进国际化发展.持续组织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孔子家乡山东文化贸易展等境内外活

动,持续开展山东品牌中华行、老字号沪上行等活动,探索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举办专业展会,为老字号企业搭建

树品牌、拓市场的平台. (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

游厅)鼓励有条件的老字号企业充分拓展海外市场,推进企业产

业链体系全球化发展. (省商务厅)在外事接待、对外宣传、文

化交流等活动中,优先选择老字号产品作为外事礼品. (省政府

外办、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１６提升平台化服务.完善老字号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优化

老字号追溯平台体系,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省商务厅)持续

高水平举办中华老字号 (山东)博览会暨老字号品牌发展高峰论

坛、山东老字号暨非遗年货节.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

六、完善保障措施

１７加强金融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设立老字号发

展基金,引导对老字号企业加大资金、管理和技术投入. (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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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省财政厅)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在沪深北交易所上市或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 (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山东证监局)支持老字号企业发行债

券,针对老字号企业开展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山东银保监局)

１８加强财政支持.统筹用好宣传、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

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文化和旅游等领域资金,加大对

老字号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市出台具体

支持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助力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 (省委

宣传部、省发改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１９加强人才支持.组织老字号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参加中青

年企业家培训或其他专题培训.(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支持老字

号企业领军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申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齐鲁首

席技师.(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支持企业与高

校、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培训基地;鼓励老字号掌门人、传承人

到院校兼职任教,鼓励有条件的院校在课程中增设老字号相关内

容.(省教育厅)

２０加强智库支持.优化完善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专家

智库,帮助老字号企业引入海内外高层次专家和高技能人才.

(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支持老字号企业申报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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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省科技厅)

２１完善工作机制.省商务厅会同各部门,建立工作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山东省老字号企业协会的作用,开展

“山东老字号”公共品牌建设,推动企业交流和行业自律,开展

好服务老字号企业的各项工作.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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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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