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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6年涨6倍，多家老字号撤离
坡子街，请给老店留一席之地

2006年， 老罗夫妇在
坡子街向群锅饺的旁边租
了三间铺面， 红梅的招牌
在沉寂几年之后再次出现
在长沙市民面前。

“刚开始，店面所有租
金加起来平均每月 1万
元。”老罗说，当时由湖南
青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代理， 合约只能签6
年。后来每年都有一定涨
幅，在合约到期前，铺面
的月租已经涨到3万元。

2012年，合约到期，此
时老罗还张罗着添置设
备，扩大店面，可是这些早
就由私人买下的铺面租金
却开始猛涨。

“3个铺面分别是3个
不同的房东， 其中一个喊
出的最高价格是每月400
元/平方米。”陈立宪说。据
她算账， 如果按照房东出
的这个价格， 三个铺面一
共348平方米，那么一个月
的租金就高达12万元。”陈
立宪说， 红梅主打做冷饮，
冬季生意并不好，月平均营
业额在10万元左右， 那么
高的房租，完全无法承担。

据了解， 近几年搬离
坡子街的老牌餐饮门店不
仅这一家， 强民小吃、和
记、李合盛、徐长兴、百味
粉馆、 德天顺盖码饭等都
纷纷撤离。

两年前， 老罗夫妻就开
始准备在城南开一家分店，
店面早已装修好， 一直没有
开张。“坡子街那边月租没
有谈妥就把全部家当搬过
来了。”陈立宪说。然而，城
南的店面太过偏远，生意不
及坡子街的十分之一，“现
在这边的月租是1万多，据
说还会上涨， 如果再继续上
涨， 红梅就只能等着关门
了。”陈立宪说。

不过，如今的坡子街上，
杨裕兴、火宫殿、双燕等老品
牌依旧把生意做得风声水
起。2010年，杨裕兴总店进驻
坡子街，当时也是签了6年的
店铺租赁合同。“3年前签的
合同， 店铺租金要远低于红
梅房东出的价钱， 在承受范
围之内。”杨裕兴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吕望国说。

在吕望国看来，如果3年
之后租金要是翻番的话，的
确难以承受，“但是3年以后
的物价水平、 营业能力现在
都不好说，如果客流、物价都
相应增加， 压力也并不会很
大。”吕望国说，坡子街的杨
裕兴是公司的一家招牌店，
不管怎样都要撑住。

“杨裕兴等品牌早就成
立了独立的公司， 他们的资
金规模远比我们强。”罗爱民
说， 此前饮食公司准备入股
红梅， 但因各种原因搁置，
“靠我一个人去实现品牌的
扩张，难度太大了。”

老罗说，这些年，红梅主
打冷饮， 冬春季节生意远不
如夏季， 虽然有锅饺等帮衬
着， 可始终无法和那些做主
食的餐饮店比。 老罗夫妻二
人很想让这块牌子发扬光
大， 可是现实的无奈让他们
力不从心。

如果红梅无法跨过这道难
关，不久的将来，它会逐渐消失出
人们的视野。

“红梅只是冰山一角，像九如
斋、 德茂隆这样的老品牌已经逐
渐被新一代忘记。”湖南商学院教
授尹元元表示， 现在这些长沙老
字号的主要客户都是上世纪70年
代以前出生的人。

在他看来， 长沙的老字号之
所以无法和上海、 北京等地的老
字号相比， 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
身份不明确。“很多老字号身份改
制并不彻底， 国有身份和私有身
份夹杂， 导致他们无法放开手脚
发展。”尹元元说。

另外， 传统老字号主要靠特
色产品， 后继无人也是一个致命
的问题。“很多老字号企业不注重

接班人的培养， 没有完善的培训
机制， 让这些传统手艺无法延
续。”尹元元说，市场在变，消费者
的口味也在变， 那些平均年龄都
在50岁以上的老字号高管， 无法
应对市场的风云变幻。 这些“带
病”支撑的老字号安于现状，看不
清未来的路在何方。

不仅如此， 企业本身对品牌
价值并没有很好地估值。“在北
京、上海、杭州，那些老字号特产
卖得很贵， 像狗不理包子卖到10
元一个。 长沙的九如斋月饼价格
也就比同类高出20%。” 尹元元
说， 如果出现新的资本对九如斋
进行收购， 那么再次包装出售的
价格肯定远远超出20%。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侯小娟
实习生 钟雅洁

街角，老店，记忆里的那杯酸梅汤依然还透着桂花香。当年喝酸梅汤
的少女已经步入中年，可是，这依旧浓郁的酸梅汤能让过往温馨的点滴
重回记忆。这是老店留给人们的温情。

在那个年代，这些店子曾是经济潮流中的中流砥柱，它们的繁华与
火爆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代人的记忆。

如今，很多老字号的背后，都只有一位或者多位老人在撑台，年轻人
对于传统的技艺不屑传承， 年老的师傅对于市场的新变化手足无措。纵
使人们对于这些老店给予更多的包容，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
很多老店或因经营不善、或因后继无人、或因拆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自此，人们再也无法寻找属于那个年代应有的记忆。

老字号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蜕变和发展，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
明，有力的政策扶植才能保证其健全发展。

于是，有的地方政府打造专门的民俗街，把当地的老店圈起来给予
保护。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游客从来不会抗拒这样的地方，因为这
些地方是对这个城市市民文化最好的诠释。

人们的舌头和味蕾，对真正的美味，有着顽强的记忆力。尽管经济的
发展是不断洗牌的过程，但是，为了保存住当年的那份记忆，我们就该让
老店继续存在于这个城市的角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资金薄弱，缺乏创新
老品牌力不从心

体制不通
长沙的老品牌“带病”支撑

给老店留一席之地

观察…

长沙市坡子街，聚集着一批老字号店铺。 记者田超 摄

12月8日中午，长沙坡子街，向群锅饺门口
依旧排着长队， 隔壁的火宫殿里照样人声鼎沸。
然而此时，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红梅冷饮店却在
城南一隅独自神伤。

红梅从坡子街搬离至此已有一年，店里的酸
梅汤是老长沙人的记忆。 相比在坡子街日售
1000多杯的盛况， 现在每天只能卖出100多杯
的现实，让老板罗爱民和陈立宪两口子很落寞。

“坡子街铺面的月租，6年间从1万元涨到7
万元，远远超出承受范围。”罗爱民说，强民小吃、
李合盛、德天顺盖码饭等有着多年历史的长沙品
牌都迁出坡子街了。

一边是政府大力引导兴建的民俗一条街，一
边却是长沙传统老品牌的纷纷撤离，这其中有怎
样的原因？这些长沙老字号该何去何从？

对于老长沙人来说，红
梅冷饮店的酸梅汤是童年
的记忆，也是青春的沉淀。

咖啡之翼的老板尹峰
1988年在长沙上大学时就
是这里的常客。 她说这里
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
水少，所以味浓而酽，舍不
得下咽。

红梅酸梅汤这块招牌
是老罗一手打造的，“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我的师傅
把酸梅汤从江浙引入长
沙，1971年，我才跟着他学
做酸梅汤， 红梅就从那时
开始火爆。”

几十年过去， 老罗从
少年步入花甲， 而红梅的
命运也如同他， 从盛年到
如今拖着疲惫的身躯独自
顾盼。

老罗说， 红梅冷饮店
最初属于长沙饮食集团有
限公司， 位置在现在的万
代大酒店对面，“当年的火
爆真是现在不能比的，年
轻人聚会， 一喝就是十几

杯。”老罗对当年的盛况记
忆犹新，在这个地方，红梅
一待就是三四十年。

2000年左右， 五一广
场绿化改造， 红梅搬到中
山路， 做了两年便关门歇
业了。

2006年， 饮食公司改
制， 老罗便把红梅的招牌
接下，搬入坡子街，重新做
起了酸梅汤， 同时店里还
做起了锅饺。

“进入坡子街之后，红
梅盛况再现。” 陈立宪说，
生意好的时候， 一个月有
20万元的营业额，“2008年
冰灾的那一个月生意最
差，营业额也有6万元。”

但是，好景并不长。去
年9月28日，由于难以承受
高额的租金， 红梅正式撤
离坡子街在城南友阿奥特
莱斯开业。

如今， 曾经热闹的红
梅只能在那个角落里踽踽
独行， 坡子街的热闹已和
它再无关系。

长沙老牌冷饮店撤离坡子街

6年间租金涨6倍,多家老字号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