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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老酒未主动申报

按照宁波老字号的认定标准，品牌创立30
年以上(含30年)、拥有商标专用权和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征、无知识产权纠纷、具有良好信誉
的宁波企业可参与认定，具体流程为相关企业
向所在地商务局申报，然后经过专家初评、复
审、社会公示，最终确定。

北仑区商务局流通发展科的一位庞姓工作
人员表示，今年8月认定开始时，他们已通知
了相关企业，但阿拉老酒最终未主动申报“宁
波老字号”。企业是否申报，遵循自愿原则，
他们也没办法。

宁波老字号企业协会秘书长施民伟也是一
脸无奈——为了落实申报工作，他们协会曾多
次联系阿拉老酒，但职业经理人以“要向老板
请示”为由一直未报，后超过申报截止日期只
能作罢。

据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的公开资料显
示，宁波阿拉老酒前身是成立于1959年的地
方国营宁波东风酒厂，在北仑区拥有六大厂
区，占地250多亩，可年产黄酒8万吨，是宁
波市黄酒生产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宁波市酿
酒工业协会会长单位，也是中国黄酒行业大型
骨干生产企业之一。

“浙江老字号”进不了
首批“宁波老字号”名单

“阿拉老酒”缘何落榜？
记者 周晖

12月13日，宁波公布了刚刚认定
的首批27家“宁波老字号”名单，原
获得过“中华老字号”“浙江老字号”
的40家宁波企业也自动成为“宁波老
字号”企业。然而记者在名单上发
现，身为第三批“浙江老字号”，宁波
阿拉酿酒有限公司的阿拉老酒意外落
榜。这种特殊情况仅为个案，其中缘
由耐人寻味。

因商誉、经营等问题被“刷”

在多方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阿拉老酒未申
报只是表面现象，背后还有深层次原因。

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尹秋平表示，
“宁波老字号”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和市民的认
可，尤其是商誉良好、无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
在专家评审会上，有专家议过阿拉老酒的事，有
人提出该企业存在商誉、经营等方面的负面问
题，后被“刷”掉。

施民伟告诉记者，在相关认定工作会上，北
仑区相关领导就透露过“阿拉老酒面临资不抵
债”的信息。为此，老字号企业协会向宁波市酿
酒工业协会咨询，对方人员支支吾吾，称“不知
道此事”。市商务局相关人士也向阿拉酿酒有限
公司办公室求证此事，回复是“最近企业在盘整
资产，没时间顾及认定工作”。据了解，阿拉老
酒作为宁波老字号企业协会的会员，2021年的
2000元会费至今未缴。

阿拉老酒在宁波市场曾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前些年动作频频，2008年斥资2亿多元建酿造工
业园，2016年投资近3000万元引入大罐储酒工
程等，后开通电商销售部和料酒事业部，将销售
网络拓展至全国20个省市。近年来，阿拉老酒
的企业经营急转直下、陷入资金困局的情况也处
于保密状态，仅在行业内、关联企业之间等有限
范围内流传。

记者辗转找到阿拉老酒的一位内部人士。他
透露说，最近企业经营不佳，一直有外地企业来
洽谈收购阿拉老酒股份一事，如果收购成功，他
的投资款有望收回，“否则就套牢了”。记者也得
知绍兴一家知名酒企曾有意收购阿拉老酒的股
份，但因价格未谈拢而搁浅。

据天眼查显示，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傅勤峰，持有企业87%股份，总经理傅立
挺，持股10%。记者多次联系傅勤峰本人，他的
回复为“在外地出差”，截至发稿时仍未能做出
具体解释。

破局解困 需多方发力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印迹和文化符号，
凝聚了数代人的乡愁。“无宁不成市”的宁波曾
诞生过繁花似锦的老字号阵群，在大浪淘沙的历
史沉淀中，为数不多的老字号得以幸存、传承，
延续至今。

据统计，宁波的“中华老字号”7家，仅占
浙江省的7.7%，杭州有39家，占比浙江省的
42.9%；宁波的“浙江老字号”42家，仅占浙江
省的8.5%，而杭州超过160家，占比浙江省的
32%——无论是数量、规模、知名度，“宁波老
字号”都明显弱于杭州、厦门等同类城市。

宁波老字号企业协会会长张空表示，这次认
定“宁波老字号”，实际是一次对城市老字号

“家底”的梳理与排摸。老字号跟新品牌一样，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优胜劣汰。阿拉老酒
曾入选“浙江老字号”，实力不俗，在国内黄酒
行业有一席之地。如果因为经营、投资、债务等
问题而逐步出局，是非常可惜、令人遗憾的事，
是“宁波老字号”的损失。张空表示，一方面阿
拉老酒要及时公开信息，而不是“闷”在肚子
里，寻求可行之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有识之士等多方面共同发力，协助企业尽早
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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