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态

“走，去村里喝杯咖啡！ ”———于自然野趣中品味咖啡芳香，在“诗和远方”遇见精神

岛屿，这或许是乡村咖啡馆对都市人的吸引力。

近年来，咖啡馆作为带有社交、消费属性的休闲驿站，其数量和经营状况从一个侧

面体现着当地的消费活力和经济韧性。 如果在浙江绘制一张“乡村咖啡地图”，这些标

记点或依托乡野山水，或融合历史古韵，或延伸文旅业态。 一杯咖啡，折射出浙江乡村

能级跃升的新思路。

“走，去村里喝杯咖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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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

生态 打造新型消费场景

穿过隧洞，步入露台，自然落

差形成的瀑布直挂眼前， 于半山

腰悬崖处品尝手冲咖啡， 远处是

一片葱茏……在浙江省安吉县报

福镇彭湖村的竹林深处， 隐藏着

一家网红咖啡馆“瀑布咖啡”。

“节假日一天能卖出

400

多杯

咖啡。 ”店内咖啡师说，游客可以

在山川瀑布间饮咖啡， 在有天鹅

水杉作伴的湖中戏水， 或者在山

顶草地露营。

“咖啡馆是都市人的精神驿

站，能在自然山水中品一口咖啡，

一下子消弭了城市与乡村的距

离。 ”利用周末“出逃”的上海游客

韩杰感叹道。

在乡村， 咖啡馆可以下沉到

何处？ 安吉的答案是山、田、湖、

瀑、林、矿。 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60

万人的山区小县城拥有

300

多家

咖啡馆。 当地的生态优势，正在转

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位于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的

“深蓝计划咖啡馆”， 坐落在湛蓝

湖水和冷冽岩石之间， 创业团队

将原本废弃的矿 山 打 造 成 “小

冰 岛 ” ， 一 年 内 累 计 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 最高单日接待量近

8000

人次， 为村里带去

600

余万

元收益。

在温州市文成县周山畲族乡，

悬崖咖啡正在成为“村咖” 新晋网

红：这里原先是一处观景平台，海拔

纵深达

200

多米。 如今加盖了全玻

璃外立面，远远望去，咖啡馆仿佛矗

立于悬崖之上。

在浙南山城丽水市青田县，咖

啡已经成为这座侨乡的“社交语

言”： 日均售出咖啡约

1.5

万杯、年

均消耗咖啡豆超

80

吨……“随便走

进一家咖啡馆就能喝到纯正意式咖

啡。 ”意大利华侨徐先生说。

第 20 届百花文学奖颁奖

9

月

19

日下午，由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百花文艺出版社承办的第

20

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

据介绍，第

20

届百花文学奖共有

39

部作品

分获

7

类奖项，包括短篇小说奖（

10

部）、中篇小

说奖（

10

部）、 长篇小说奖（

2

部）、 散文奖（

10

部）、科幻文学奖（

3

部）、网络文学奖（

3

部）、影

视剧改编价值奖（

1

部）。 来自《人民文学》《收获》

等文学期刊的

18

位编辑获得编辑奖， 海内外共

30

位读者获得读者奖。

百花文学奖至今已有

40

年历史， 前身为百

花文艺出版社品牌期刊《小说月报》“百花奖”，以

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每两年举办一次。

40

年来 ，“百花奖 ” 不断扩展视野和关注领域 ，如

2015

年“百花奖”增设了“散文奖”，升级为“百花

文学奖 ”；

2017

年增设“影视剧改编价值奖 ”；

2019

年增设“科幻文学奖”；今年增设“网络文学

奖”，展现出百花文学奖开放、包容的理念。

（武少民）

2024 年《故宫日历》发布

2024

年《故宫日历》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发布。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张文化名片，

也是故宫出版社的代表产品，已连续出版

15

年，

畅销

500

余万册。故宫出版社在

2023

年《故宫日

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优秀专家资

源，创新推出《故宫日历》家族系列，包括以生肖

和节庆为主题的《故宫日历·

2024

年》、以书画作

品为主题的《故宫日历：书画版·

2024

年》、以文

物故事为特色的《故宫日历·

2024

年·儿童版》以

及《故宫日历·汉英对照版·

2024

年》。

2024

年为甲辰年，生肖龙。《故宫日历·

2024

年》（上图）封面选用清代黄地九龙牡丹纹漳绒毯

局部图案， 腾飞于海水江崖之上的祥龙充满活

力。 这本日历中共有

93

件龙文物图片，充分展现

了紫禁城中的龙元素，如金龙藻井、屋檐走兽、龙

椅、建筑彩画等。

《故宫日历：书画版·

2024

年》以花鸟、草虫

鱼龙、蔬果、走兽为四季主题，选用中国传统色中

的欧碧、雪青、姜黄、玉钗蓝色与之相配，并为四

季主题定制了不同的香味。 每月选出一幅代表性

的书画作品，全年再选出两幅书法精品，制作讲

解音频，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专家在古琴曲伴奏

下对文物的讲解。 每季度精选一幅名作制作成约

半分钟的

AR

动画，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书

画中所描绘的场景。

《故宫日历·

2024

年·儿童版》是给孩子们的

“小龙时光日历宝盒”， 里面藏着

262

个关于故

宫龙文物的精彩故事 ，还可让孩子动手“贴龙

鳞 ” ，到年底时形成一幅定制化的“小龙如意

龙鳞卷轴”。 （邹雅婷）

汾阳市市监局：

技能大赛斩获佳绩

近日， 山西省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

开展的第二届

12315

技能大赛中捷报频传： 在全

省所有参加单位中拔得头筹；在全省

2000

多名参

赛选手中，汾阳市局勇进前十的就有七名，其中全

省第一名也花落汾阳市局（刘清副局长）。 此次活

动， 大力掀起了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学赶超

的学习热潮，进一步强化了奋勇争先的局容局貌。

王海彦局长说得好：“一花争春不是春， 百花齐放

才是春。 ” （清香）

漫步绍兴柯桥稽东镇的“榧香

书舍”， 当地乡贤将咖啡与香榧结

合，打造榧香咖啡，村舍间弥漫咖啡

香气；宁波象山茅洋乡“青·蟹咖啡

馆”依托“共富农场”新型旅游综合

试点项目，不仅卖咖啡，还在村里种

地、养鱼，探索稻鱼、稻虾、稻蟹共养

模式，“乡创客”变身“新农人”……

乡村发展吸引了在外的 年 轻

人回乡创业，让乡村文旅融 合有

了新思路。“咖啡乡创客”通过一间

间“村咖” ， 正带动周边业态不

断延伸。

在湖州市安吉县横山村，一处

废弃的竹木加工厂被改造成“数

字游民公社”， 年轻人正围坐在

公共区域一边喝咖啡一边进行

头脑风暴。

公社

8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

里设置了共享办公区和宿舍区，

配套工作生活所需各种设施 ，

2022

年吸纳了

473

名“数字游

民 ”入住，平均入住天数

47

天，

平均入住年龄

31

岁， 其中

37%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每日平均

工作时长

6.8

小时。

一间间咖啡店成为“数字游

民”的“充电站”。 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闻得到咖啡香，这些城市人在

乡村找到了他们向往的生活。

返乡参与未来乡村运营工作的

安吉余村青年丁文文相信， 如今的

乡村既有人们向往的自然环境 ，又

有便利的交通和相应的配套， 更多

人会选择与乡村连结， 创造人生不

一样的精彩。

“亚运会带来的热度也在浙江乡

村发酵。 ”一名“数字游民”介绍：“越

来越多的人背起电脑， 把自己放进

乡村咖啡馆， 就像往温暖的水里放

了一块清甜的陈皮。 ”

（郑梦雨）

一盏老底子盖碗， 里面装着

热拿铁……在宁波市鄞州区潘火

街道，曾经用作教室、茶馆的蔡氏

宗祠，如今变身“祠堂咖啡”，别出

心裁的“中西结合”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打卡，也为祠堂里的宁波锡

镴

器博物馆和宁波熨斗博物馆带

来不少人气。

一缕“咖啡香”，盘活了沉寂的

古建筑，激活了古镇业态———

约

1

公里长的绍兴老街仓桥

直街， 聚集了近

10

家风格各异的

咖啡店。 连续两年举办的“古城咖

啡节”， 不仅为咖啡店主提供了交

流平台，也为打造古城新

IP

助力；

位于湖州南浔古镇的“哈利波

特咖啡馆”将旧粮仓改造成霍格沃

茨图书馆、音乐厅 、咖啡吧 ，让游

客实现魔法梦想的同时，在古镇里

品咂一杯咖啡，享受休闲时光；

草糊拿铁、 蛋清羊尾拿铁、白

水洋豆腐拿铁……漫步台州临海

紫阳街 ， 当地风味小吃与咖啡

融合的创意特调咖啡， 让人在唇

齿间感受咖啡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

撞交融；

深藏于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粮

油巷里的“隐巷咖啡馆”，脱胎于村

里废弃粉干厂，经过“

90

后”老板滕

璟

霖的改造， 如今宛如一个室内露

营基地，复古帐篷、折叠桌椅、露营

灯被巧妙地安置在各个角落， 满墙

咖啡品牌纸杯成为“打卡位”……

古镇咖啡不仅成为人与空间连

接的新载体， 还成为文化生长与创

造的新机遇。

游 客 在 浙

江省湖州市八

里店镇潞村一

家咖啡馆休憩。

翁忻旸 摄

咖啡

+

古韵 助力古城焕发活力

咖啡

+

文旅 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