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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摄

“三八”节正逢全国两会，女代表们在
履行职责中度过节日。她们忙碌的身影
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华社 于佳欣 吴雨 陈晓波

在全球范围内，是“张小泉”剪刀还是“瑞士
军刀”知名度大？答案可能是后者，特别是对于
年青一代消费者。

有着近360年历史的“张小泉”老字号，没有
100多年历史的小字辈洋品牌“名气大”，是何原
因？匠心如何融入现代制造？老字号如何成为
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这些问题引起一些代
表委员热议。

同是“匠心”，市场各异为何？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
瑞士军刀被世界公认为“工匠精神”的产物，

销往100多个国家。而“张小泉”剪刀谨遵“良钢
精作”，锻制技艺达72道工序，百年前曾在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斩获金奖。
同样的“匠心巧思”，带来的消费市场却大相

径庭。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雅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华明说，“剪刀”是工匠精神的体现。然而面对
现代制造业潮流，如果只有工艺和传承，只能是

“小作坊式”的生产，无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认

为，由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大多数老字号仍
是中医药、食品、丝绸等传统行业，世界认知度不
高。此外，诸多像“张小泉”这样的老字号走出去
渠道建设不够，没有跟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1128 家 ，有 一 定 规 模 、效 益 相 对 较 好 的 占
20%-30%，多数经营情况欠佳。

就中国制造业现状而言，在500多种主要工
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世界第一，但背后也
有无法回避的尴尬：在世界品牌百强中，中国品
牌屈指可数。

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体制和观念滞后，以
及产品和技术陈旧等多方面因素，阻碍了老字号
创新发展活力，难以适应现代制造业发展和消费
需求。

需要传承的不止是“匠心”
品质是老字号的符号化身，曾经的“青山映

碧湖，‘小泉’满街巷”的盛况为何不再？萎缩的
市场代表老字号品质不好吗？

“‘匠心’如何融入现代制造业，是老字号亟
须解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
潘刚说，老字号要通过“匠心巧思”推动技术更
新、品牌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倚“老”卖老。

全国政协委员、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举例
说，朋友从国外带回一个普通的陶瓷杯，就因为
杯身上专门定制的图案，价值立马飙升。“我想
问，我们中国每年生产成千上万只杯子，如果都
能卖到这个价格，企业将增加多少收入？”

他认为，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是解决新的供需
矛盾。要从过去单纯的“卖”产品，转成“卖”服
务、品牌、品质和用户体验。

谈到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
团董事长曹德旺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他认为质量
问题也不容忽视。

“生产剪刀，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全产业
链条都要精益求精！”曹德旺说，做剪刀，首先要
从选矿开始，用最好的钢，然后才谈经营层面的
问题。

揭开面纱，开拓更大市场
不少代表委员们建议，要切实从体制、财税、

市场等方面入手，通过商业模式的全球化布局及
创新性延伸，带动“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走向
世界。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陈利众建议，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
大技术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开拓更大市场，
擦亮金字招牌。

“老字号也有底气，张小泉剪刀其实并不比
瑞士军刀逊色。”袁亚非说，老字号企业也要有凤
凰涅槃的勇气和发展自信，通过销售渠道“走出
去”，带动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走向世界。

张华明认为，企业除了练好“内功”，根据市
场需求转型升级，还要与时俱进打造品牌，说好

“世界语”，讲好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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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其中，备受瞩目的民法总则草案首次
提请大会审议。

这部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总则，让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吴顺江激动不已。昨天傍晚，当记
者见到他时，吴顺江特意将相关材料拿出来和记者分享。

“确实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吴顺江感慨地说，几乎所有
的大陆法系国家，包括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民
法典，但我国在制定过程中多次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现在民
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大会审议，也就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编纂迈
出了关键一步，“我国即将正式开启‘民法典时代’。可以说是
完成了几代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夙愿啊！”

在吴顺江看来，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民
法，民法总则规范的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是
国家的基本民事法律。把民法总则制定好、实施好，有利于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你看，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吴顺江快速翻到其中
一页，“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

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已被他划上了显眼的横线。这
句话正表达了吴顺江的观点：“我们的民法典必须要体现中国
特色。”而其中有关“限制民事能力年龄下限降至6岁”“明确失
能老人应受到监护”等内容正是诸如尊老爱幼之类的传统美德
在民法总则草案中的体现。

“每一部法律从草案的完成到正式出台，都倾注着每一位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心血，他们带着问题去研究、去征询各
方意见，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委员郎胜告诉记者，2016年一年制定了8部法律，在大
幅提升制定速度的同时，也十分强调立法质量。“全国人大常委
会始终将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加强立法工作的关键，遵循把握立
法规律，广泛遵循民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更多地
适应新时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使立法质量得以保障。”

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大会审议
全国人大代表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