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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新闻，有两股“清流”涌来，且成热搜焦点。
一股清流是王守义十三香。背景是，近期，酱油

一哥海天味业因食品添加剂事件身处舆论漩涡。而视
频主播辛吉飞对各类食品添加剂的解密，更让事件升
级，不仅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层层担忧，也
让不少知名品牌深陷舆论风波。然后，便是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意起家中食品的配料表。就在这当口，有
人晒出了自家的王守义十三香，发现配料表里只有十
几种中草药和香料，于是，被称为“众多调味品中的
一股清流”。

另一股清流为安徽中式快餐连锁品牌老乡鸡。它
是因为“自曝家丑”成为舆论焦点。10月13日，老乡
鸡发布了“2022年9月自查自纠工作报告”，涵盖“自
查自纠”“顾客投诉”“神秘顾客体验”和“媒体报
道”四个板块，总计公示了18项门店出现的问题。网
友一片叫好声中，亦有酸言称这是一种新型营销手
段。但更有媒体发现：从 2021 年 5 月开始，该企业已
经发布了18期自查自纠报告。这不是一次性的偶然行
为，而是近两年的多期连贯行为；这不是简单的率性
而为，而是有着制度设计的常态行为。于是，《新京
报》评论：“让人看到一家餐饮企业对食品安全的勇气
和责任，以及自我整改的决心，值得肯定与关注”，其
评论标题则直书——“餐饮界的一股清流”。

看到两股“清流”，更想到了一个“神般存在”的
超市商家——河南胖东来。把“顾客至上”“员工至
上”做到了某种极致的胖东来，被誉为“超市天花
板”。其在河南，有媒体称：“挤走家乐福，让沃尔玛
不敢开业。”雷军曾在其微博直言——“胖东来，在中
国零售业一直是神般存在……特意到许昌胖东来时代
广场，朝圣学习！”

细察两股“清流”和“神般存在”的作为，不难
发现，一个相似的原则是他们共同恪守的，这或可称
为“以德经商、踏实做事”。譬如，当行业内有人把添
加剂当成主要原料，想尽办法降低成本时，王守义十
三香却坚持不合格的原料不得入厂，不合格的产品不
能流入市场。为了保证十三香的味道纯正，花椒必须
来自四川，辣椒必须来自海南，草果必须来自云南，
大茴、桂皮来自广西，砂仁、山柰来自广东，小茴来
自甘肃，山楂产于河南……譬如老乡鸡，把他的18期
自查自纠报告连贯起来看，我们就仿佛见证了一部

“老乡鸡食安监管制度进化史”。而这种极致较真的风
格还体现在“坚持 （使用） 饲养 180 天的土鸡”，“请
了数百名员工，专门去除老母鸡颈部的淋巴结，哪怕
食客并不知道”……正如老乡鸡董事长束从轩曾在正
和岛专访中所说：“我们做餐饮的，永远记住，做好一
顿好饭，万变不离其宗。”胖东来的故事则更多，仅举
一例——“连进货价都会对顾客如实相告”！

“踏实做事”，很容易理解，而说他们是“以德经
商”，则因为关于品牌的认知。有言：如果把品牌比作
一个宝箱，其中必定装了 3 个无价之宝。第一个叫做
了解，第二个叫做信任，第三个叫做偏好。而唯一能
将这三点完美融合的，就是价值。创造品牌，就是创
造价值，而创造价值，又是商业社会最核心的本质。

但这样一种对价值的认同与商业实践，在野蛮生
长赚快钱的时代，是“清流”却不是“主流”。从三家
公司的发展历程亦可看出。王守义十三香至今未上
市。老乡鸡从2003年开出第一家店至2016年底，十三
年经营，老乡鸡的直营门店数量也不过 350 家；直到
近几年才开始快速扩张。至于胖东来，至今仍是

“窝”在河南。
但价值终将会被发现，“清流”虽然还依然未成为

“主流”，却已经多次成为焦点。于是想起反复琢磨的
王志纲的话——“好人挣钱的时代来了！”“我们习以
为常的发展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来的 30 年
是一个‘大立’的时代”“重建秩序、重建道德、重
建生态”。

最新的时代背景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著名学者郑
永年教授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时，如是提出：“中国共产
党正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它跟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
不一样，拥有一股引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全
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提出共同富裕，很有意义。
因为共同富裕本质是追求社会公平，人是有价值观
的，没有人喜欢富而不公的社会。”

镇江存仁堂创立于1831年，清道光年间，系余姚大族许道生所
建，前身为诚仁堂施药局，以施药济民，后改名存仁堂药号，取名有

“存其仁义，同济众生”之义，旧时曾有“南有存仁堂，北有同仁堂”
之誉。

存仁堂最早的店址在石浮桥，也就是现在的京口闸地段，后来
存仁堂迁址到大西路上。药店初建时专售国药，前店后作，以品种
齐全、待客诚信、饮片炮制精细、丸散选料考究而闻名。当需要买中
药时，很多镇江人会选择这里。

10月25日，老存仁堂药店举行重装揭幕仪式，全新亮相。这是
老存仁堂品牌发展升级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蜕变。

百年匠心 传承中医药文化

走近大西路的老存
仁堂店，给人一种焕然一
新的感觉。正面传统的
中式飞檐上，是绿底金字
的“老存仁堂”招牌；左侧
墙上竖排大字“中华老字
号”；中式雕花门窗，给人
古朴感觉……

走进店堂，一副对联
悬挂左右“修合虽无人
见、存心自有天知”，右边
是中医坐诊区，左边是顾
客体验区，再向里行，是
药品展示区和中药材柜台，品种丰
富，品质出众。沿着楼梯向上，两侧
墙上挂满了老存仁堂不同历史阶段
的老照片，可以感受老存仁堂这190
多年的发展变迁。

登上二楼，可以看到一排全新
设备，有自动煎药机、中药汤剂包装
机等。相邻的就是一间中式风格的
药材手工炮制间，顾客透过玻璃窗
可以看见工作人员制药的全过程。

再向里行，是中医药文化展示区，有
多种中药制药模型、药材、器具等，
突出“百年老店，存心存仁”的厚重
底蕴。

许多路过的市民都纷纷表示，
老存仁堂的外貌和复古风格，让人
眼前一亮。一些进店的求医问药者
更是赞叹，现在对老存仁堂的文化
和底蕴，有了更直观地感受和更充
分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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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神般存在”
□ 华 翔

赴朝参战被冻伤

“出于对老字号品牌的敬
重以及对中医药传承的重视，
全亿健康集团在接手后不久，
就提出老存仁堂改造的计划。
去年年底，集团正式向镇江市
和润州区两级有关部门提出老
存仁堂改造申请。”全亿健康
CEO万明治介绍说。

作为镇江文物保护单位，
老存仁堂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
价值，为此，市文广旅局特拨款
5万元资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消防改造基金。经过周密计
划，严格施工，老存仁堂经过重
新装修，于本周全新亮相。

记者了解到，目前以老存

仁堂为代表的存仁堂医疗连
锁，目前在市区范围有 77家连
锁门店，年销售额近 3亿元，纳
税近 800 万元，每年服务市民
160万余人次。

“未来的老存仁堂将以更
专业的中医药服务引领老字号
风范，用更加专业、开放的语言
解读中医精粹，树立中医药典
范，为镇江现代中医开启新篇
章。”存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吉桂表示，今后一
段时间，存仁堂还将加快门店
拓展，将触角深入各市、区，为
更多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摄影 谢 勇)

改造出新 突出历史与体验

历史上的老存仁堂对饮片炮制
讲究，工艺要求高：老药工刀起刀
落，每片饮片都薄如蝉翼，“附子切
得吹上天，白芍切得不见边”是其真
实写照；药粉需用铁碾子来回碾压，
细如粉尘；膏方必须在老式炉灶上
熬制，这样才能确保药性……

新中国成立前，存仁堂炮制饮
片年加工量达 6 吨左右，品种约有
150个。现在，老存仁堂药店作为文
物保护单位仍在为广大百姓服务，
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更具有独
特的人文魅力，是市民眼中质量和

信誉的保证。
老存仁堂在 1949年以前，还研

制了很多疗效高而扬名全国的药
品，其中独家秘方的“回天再造丸”

“蚕豆花膏”因疗效高而扬名长江南
北，有一味“人参鳖甲煎丸”，更是治
疗血吸虫病的救命良方。

除了这些药品，如今畅销全国
的筋骨疼痛酒和锡类散多是参照老
存仁堂的古方合制而成。可以说，
老存仁堂对我国中药事业贡献巨
大，给很多深受疾病折磨的国人带
来了福音。

与时俱进 走出“长青之路”

今年 55岁的唐善伟，是老存仁
堂的老药工，他从 1987年 5月起，一
直在老存仁堂干药工，已经 30 多
年。“每天基本没有闲的时候……”
老唐告诉记者，切片、磨药粉、熬膏、
煎汤药、做药丸、做胶囊，这些都是
他的工作，“这些技艺也都是老存仁
堂多年传承下来的。”

在二楼的工作间，他身着灰色工

作服，身边摆放着一个个大大小小加
工药材的工具，烘箱、扳刀、大竹匾、
碾槽，“烘箱是用来烘干药材的，扳刀
是用来切片的，大竹匾是用来制丸
的，碾槽是用来粉碎药材的……”

改造后的老存仁堂，增添了一
些现代化设备，部分制药环节可以
省时、省力，但唐善伟认为，不管是
手工技艺的传承，还是现代化手段
的采用，不变的是老存仁堂对品质
的追求和保证。

杏林千枝竞秀，药苑百草争
荣。190余年的时光沉淀赋予老存
仁堂深厚的品牌文化底蕴，而面向
未来，在发展过程中，老存仁堂始终
以开放的姿态创新运营方法，走出
了老字号的“长青之路”。

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老存
仁堂在中药传承的道路上不断坚
守，开拓创新。2000年，老存仁堂成
立镇江存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多家连锁门店；2006年老存
仁堂被商务部评为首批中华老字号
企业之一；2018年，存仁堂加入全亿
健康集团，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连锁经营 护航市民健康生活

民国时期的老存仁堂药铺店内

民国时期的老存仁堂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老存仁堂

2006年获评首批中华老字号的老存仁堂

2022年10月25日全新亮相的老存仁堂

现场配制中药材

用上新设备的老药工

老存仁堂早年的药品、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