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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鸣阵阵，三伏天里，一杯“调制冷
饮”成为许多人的“避暑神器”。

近几年，街头巷尾各式饮品店的菜
单上，出现了许多比传统奶茶、咖啡更为
清口的中式新茶饮。它们以原叶茶的茶
汤为底，辅以更加丰富的食材和香料，入
口清甜，回味无穷，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新
晋“必点爆款”。

有业内专家测算，去年一年，中式新
茶饮共计消耗了约30万吨原叶茶，几乎
比肩我国茶叶年度总出口量。它不仅成
为国人茶叶消费的一大重要形态，还是
中国茶的出口生力军。目前，中国新茶
饮企业已在欧美、东南亚等国开出近万
家门店。

新茶饮崛起已势不可挡，而设计、调
配和制作各式新茶饮的调饮师，则成为
了行业发展的“灵魂人群”。

近日，我跟着95后新锐调饮师曹梦
蝶学习了开发爆款新茶饮的“独门秘
籍”，并在杭州人气茶饮品牌“哈茶福”的
门店体验了一把现场调制，揭开这一新
兴职业的面纱。

调茶如调香，“前调、
中调、尾调”各不同

“你好，我是曹梦蝶，花名‘福蝶’，天
气热，先喝杯茶缓缓。”我顶着烈日走进
曹梦蝶担任主理人的新式茶馆“陆羽不
绝”，她热情喊我坐下，用沸水冲开了一
壶高山乌龙，再盛入放了冰块的分茶器
里，为我倒上了一盏。

一口喝下，心静了下来。用冰块迅
速冷却的热茶，滋味很美妙。这莫非是
时下流行的冷泡？面对我的疑问，福蝶
摇了摇头：“不是，这叫冰萃。”

我开始了调茶学习：原来，用热水泡
茶，茶叶里的咖啡因和茶多碱等物质会
在高温中析出，所得茶汤“茶感重”、更带
苦涩，即便用冰块迅速冰萃，也不会改
变；而如若用冷水泡茶，放在冰箱静置几
小时后，茶汤中更多的是茶氨酸、茶多糖
等物质，口感更偏清甜。

我走进调茶创作区，学着辨认各种
原材料，并开始动手实践。为了保鲜，平
日里，各式调茶材料大多在冰柜里分区
保存。这些瓶瓶罐罐，对于调饮师来说，
就像颜料之于画师、琴键之于作曲家，至
于如何“下笔”、如何“谱曲”，主要靠
灵感。

我学习的第一款调茶作品，叫“栀香
青一色”。我取出五窨栀子花茶，制出冰
萃茶汤，再横切一颗四川脆李，将带核的
剖面置于浮起的冰面上。

完成后，我迫不及待举起自己的首
杯“特调茶”想要品尝，福蝶却喊我分三
步喝。我先喝了口不经调配的纯茶，再
喝特调，然后再往杯中加入 5 毫升橄榄
汁，搅匀了再尝。

我感受到了三者的不同：纯茶的滋
味，好喝得很“直接”，冰冰凉凉中，有一
种甜甜的梨子味；放了脆李后，有李子肉
散发的果香加持，茶的味道开始变得立
体而更富有层次，收敛了甜，带出了一股
青草香气；而加入橄榄枝后，情况变得更

美妙了——茶水过喉，口腔中却留下了
栀子的余香。

“好的调饮师，就像香水的调香师一
样，需要精心设计一款调制茶饮的‘前
调、中调、尾调’。”原来，福蝶是想让我感
受到茶饮中的口感层次。方才，她让我
加入橄榄汁，就是为了在前调“李子、青
草”、中调“茶、甜梨”的基础上，拉长尾
调。“橄榄有助生津回甘的功能，能让栀
子花香更绵长。”

我顿悟：调茶，是个嗅觉联动味觉的
过程，这为调饮师的创作拓展了层次和
空间。

让茶幻化出烟熏味

“六窨茉莉奶提”，是我学习制作的
第二款新茶饮。我取出冷藏的六窨茉莉
绿茶，开始练习操作。

“每一款原叶茶的风味，30%来自于
茶青品种，70%则来自于加工技法，设计
茶饮时，都需了解透彻。”福蝶说，中国的

茶产区遍布西南、华南、江南、江北，而一
位好的调饮师，需寻访各产区品质、口味
和供应均稳定的优质原叶茶作为主料，
展开创作。每年，自己都要跑上好几个
地方。

“茶叶吸附性强，与新鲜茉莉花放在
一起，就会吸收它们的香气，剔除花朵烘
干茶叶后，花香仍在，这款茉莉绿茶就是
用广西横州茉莉做的，那儿是中国茉莉
之乡，我常去。”她笑说，入行 7 年，自己
就是在不断走访中成长起来，现在也属
于业内资深人士了，常被邀请去各场调
饮师比赛中当评委。

“96 年生，就是资深人士了，那你很
厉害哦。”我说。

“哪里，现在的比赛，00 后选手占了
大半壁江山，我不算年轻，是老前辈啦。”
她谦虚道，向我分享起自己职业生涯最为
得意的一瞬间：三年前，一次全国性比赛
中，她标新立异，大胆跨界，用蜜桃乌龙茶
作汤汁，改良江南传统料理小笼包，创造
出一款“蜜桃三丁包”，一举夺冠。从此，

便在行业领域拥有了知名度。“这个职业
群体很年轻，也激励着你快速成长。”福
蝶说。

最后，她决定秀出最近一款得意新
作。教我制作前，她先卖了个小关子：“新
茶饮设计，你觉得还有什么创新突破点？”

我想了想，忽然注意到刚才她带我
调制时，盛放茶饮的玻璃杯形态各异：有
竹节形，有高脚杯，还有的像个漏斗。于
是便试探性回答：“容器？”

“答对了！”福蝶有些兴奋，拿出了她
已准备好的“铁罐罐”——一个多用于盛
装啤酒的小氮气桶。啤酒充氮，口感更
细腻，那么茶呢？我试了试。武夷山马
头岩的肉桂乌龙加上氮气，幻化出明显
的烟熏味。

“岩茶本身制作中就用了焙火工艺，
氮气激发并加重了烟熏感，搭配广东黄
皮，我把这款茶起名‘熏马肉’。”福蝶的
分享，让我忍不住感叹：妙哉，妙哉！

手上不停练习调茶、心里在复盘，我
总结出一个规律——每款新茶饮，都能
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排列组合出
无限可能：上部是装饰调香的水果，还可
以是芝士奶盖、奶油顶；中部就是原叶茶
泡的汤体；下部则是各式小料、底料，可
以是果肉、芋圆等。

几小时的学习，我在茶香中沉醉，并
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碰撞。

掐着秒表 手作现冲

如果说新茶饮的后台创新、设计，是
慢工出细活。那么在一线实体门店当一
名直面消费者的调饮师，又是另一种感
觉了。

“顾客的等待就是一种鞭策，我们要尽
可能提高效率，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加快
动作。”在哈茶福杭州龙翔桥门店，我换上
了调饮师的工作衬衫，戴上口罩，再将长发
认真扎起，包在一顶黑色工作帽里。

店长戴小芳打量了一下换装后的
我，示意加个一次性发网。“怕制作过程
中有碎发掉落，长发女生都要多戴一
个。”她解释。随后，我们便开启了紧张
的吧台泡茶时间。

在这里，每一杯茶，都是掐着秒表现

场单杯冲泡的。我环顾观察周围忙碌中
的调饮师们，才发现，原来高效率，来源
于一整套标准化制作流程。

“绿茶，用右手边 85 摄氏度热水冲
泡，红茶和乌龙茶，则用旁边两壶100摄
氏度沸水，水温显示在壶下加热盘上，注
意分辨。”站到操作台前，戴小芳一边讲
解，一边向我展示了门店为每位调饮师准
备的一系列工具：桌面小台秤、秒表、快干
抹布、取茶器、泡茶滤茶的聪明杯⋯⋯

“为什么它叫聪明杯？”我打量着圆
筒形的透明杯子，看上去似乎平平无
奇。“操作起来，你就知道它聪明在哪
了。”戴小芳说。

看了几轮，我开始挑战自己制作一
杯极具杭州特色的“豆香龙井”。

我取出茶叶，在台秤上称出 4 克，
投入聪明杯。“1 克都不能少，如果多了
最多只能多 0.1 克，再多就调整，熟能生
巧，会越来越准。”我在心里默念着要
诀，也为自己打气。接着，我举起水壶，
沿着聪明杯的杯壁打圈加入 220 毫升
左右的水，并立即掐起了秒表，计时 4
分钟。趁着跳表泡茶时间，我迅速转
身，在成品杯中放入接近一半的冰块，
放于聪明杯旁。

“滴——”时间到，我将聪明杯架在
成品杯上，放稳的一瞬间，茶汤就从它底
部的活塞阀中流入下面的杯中。“知道何
时该滤茶，确实聪明。”感受到聪明杯带
来的便捷，我竖起了大拇指。门店调饮
师，真是份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

休整间隙，我喘了口气，在和年轻同
事们的交流中，我得知：他们在入行前，
以为这行“门槛不高”，培训半个月即可
上岗。真正深入学习才知道，这行分为
五个职业技能等级，从五级/初级工到一
级/高级技师，晋升通道也越来越完善。

纯茶、当季鲜果+纯茶，冰博克奶+

纯茶⋯⋯新式茶馆和茶饮门店，一杯杯
新茶饮都是调饮师们手
作现冲的。传统茶馆中
的茶道精致但繁复，他
们巧妙保留了其中精
华，创新冲泡方式，为年
轻一族快节奏的生活增
添一抹诗意茶香。

新茶饮崛起，记者当一回调饮师——

调出一杯生活好滋味
本报记者 来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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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新职业解码新职业

记者（中）在“哈茶福”门店调制新茶饮。 本报记者 周旭辉 摄

当你在电商平台“剁手”以后，一定
很期待尽快收到快递。但是全国每天南
来北往的海量快递中，不可避免混杂着
些一些异常件，它们就是“生病”的快递,
病症包括地址不详、双面单等。

如今，“生病”的快递也有医院看病。
不久前刚启用的衢州柯城顺丰丰泰

产业园，是顺丰快递件转运业务的四省边
际枢纽，日均处理量可达25万件。除了
在各物流环节配备智能化设备提高效率
外，顺丰还设立了异常件处置场所——

“快递医院”：在这里所有在配送环节存
在转寄、退回以及“生病”的异常快递都
能被及时修正、处置，让每件快递都能在
第一时间“健康”地送达客户手里。

今天，我们的身份是快递医院的“医
生”。不远处，“院长”，即园区异常件处
置负责人张英对我们挥了挥手，示意我
们尽快跟着她一起“奔赴前线”。换上工
作服，手腕挂上大号胶带，推上装有快递
巴枪（装有快递数据采集传输系统的手
持终端设备）、刻刀、卷尺等工具的小推
车，我们出发了。

就地诊疗
让所有“小病号”按时上车

“快递不会说话，我们怎样从这么多
快递里精准地找到‘病号’？”园区41条摆
轮自动分拣线全部启动运转，伴随着发动
机的轰鸣声，我们大声“吼”出问题。“看到
那个白色罩子了吗？会给快递‘做CT’，
替我们找出部分‘病号’。”张英指着分拣
线上游一台不断闪烁的扫描仪说。

我们好奇地凑上前观看，只见白光
一闪、快递通过，“健康报告”即刻显示在
大屏上，单号、重量、问题备注等数据信
息和红外影像、快递六面照片都被提取
了出来，哪个快递“生病”了一目了然，筛
查出的“病号”，依据单号显示的目的地
代码，被送至快递装运口附近的快递医
院分院区治疗。

很快，我们负责的分院区前已堆了
十来个快递。“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

‘就地诊疗’，实在‘治不好’再带回总院
区。”张英介绍，园区共设了4个分院区，
我们远远望去，各分院区前的医生都已
投入“诊疗”工作。“现在我们只要找到

‘病因’对症下药就行。”张英看着我们转

着快递六个面翻找却不知从何下手，提
醒我们优先检查面单，“扫描仪查的是违
禁品和面单，而我们早班是中转外地发
往衢州各区县的快递，处于运输链下游，
管制刀具这类的违禁品很少会流通到我
们这个环节。”

快递单受损是最常见的“病症”，也
是最容易“治疗”的。我们仔细检查发
现，这些快递基本都是因面单被打湿，单
号仍是清晰的，“这种就不需要‘住院’，
扫二维码补打一份订单就行。”我们扫一
条贴一张，快速处置这些异常件。

“走吧！”“去哪？”我们刚把“治愈”的
快递放到指定地点，张英就推着小车向
前走去。“快递装车阶段是‘治疗’的黄金
时间，还有很多‘病号’在等着我们，要在
发车前尽可能多地‘治好’他们。”张英
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小毛病”快递
都能按时上车。

小推车成了快递“救护车”,建筑面
积 6.2 万平方米的园区里，我们走过每
一条分拣线，分拣线上的操作员帮我们
找出了包装受损的“病号”。

扫描单号、拍摄问题处照片、同步问
题情况、用胶带“包扎”快递⋯⋯我们就

地“诊疗”。随着操作越来越熟练，我们
很快就跑完了整个园区，在发车前让所
有“小毛病”快递件顺利上车。

住院治疗
一站式解决“疑难杂症”

上午 9 时 10 分，开往衢州各区县网

点的运输车走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未结
束。快递医院分院区“治疗”能力有限，
我们要把两件“症状”复杂的快递带回总
院区“住院治疗”。

“快递早一点‘出院’，就能早一点送
到客户手里。”张英把两件快递摆在桌上
给我们分析“病因”，白色泡沫箱快递面
单丢失，能看到的有用信息只有快递箱

上写着的“浙江”“项某”；另一件快递被
贴了两张面单，发货地一致，目的地却指
向“衢州”“南昌”两个地区。

张英判断贴了后面这个快递应该是
卖家发件时顺手把两个相邻面单贴到一
件快递上，“这类问题只要上报顺丰客
服，由他们对接卖家核实快递信息，我们
只需要等结果就好。”但另一个面单丢失
的“病号”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项某”是当前唯一有用的线索，
我们尝试在顺丰数据库输入“项某”
检索，没一会儿，蹙着的眉头舒展开，
物 流 数 据 显 示 有 一 单 收 件 人 叫“ 项
某”的快递当天会在衢州中转，我们
调 取 出 快 递 在 上 一 个 站 点 被 扫 描 仪
拍下的照片，果然也是个写着“浙江”

“项某”白色泡沫箱，唯一不同的是那
时面单还在。

这就算顺利“出院”了？“还得通过快
递箱尺寸再做进一步确认。”嗓门大中气
足的张英心很细。“长宽高分别是 42、
29、27厘米，重14.31千克。”我们称量出
快递尺寸，在和上一个站点数据比对确
认无误后，大家的心终于踏实落地，白色
泡沫箱顺利“出院”。

“打起精神来，咱还得‘治未病’呢。”
长时间大声说话让我们一坐下来就感觉
缺氧犯困，张英这句话立马赶跑了我们
的睡意。系统已为我们整理出一份地址
不详的快递名单，这些快递未到园区已
有“生病”迹象。对照名单号码我们开始
挨个打电话明确地址，总算赶在下一批
运输车入园前全部改好。

这一批异常件都被“治愈”了。

突发急救
寻找“2360”

在按部就班的诊疗外，我们还要针
对突发情况开展“急救”。

“一位客户说他有一份重要快递马
上要用，想自己来园区取，不知是否可
以？请住院区核实情况后立即反馈。”
12 时 13 分，一通电话和一串快递单号
同时打入联络手机，让原本有条不紊的
快递“治疗”工作有了些波动。

我们把快递单号输入系统查询，结
果显示：12 时 09 分快递在 EU（装车点
代号）装车。“5 分钟前刚扫描装车，大概

率快递还没塞到车厢深处，比较容易取，
你们先去查看情况，我这边给他们一个
确切反馈。”张英话音刚落，我们就迫不
及待往外冲，她又急忙叫住我们叮嘱：

“系统显示这个快递和其他 9 个快递捆
绑在一个编织袋里，说明这是文件袋之
类的小件快递，编织袋扎口处有数字牌，
尾号2360，找着它就行！”

“EU、2360⋯⋯”我们在心里不断
默念这些数字，跑了一个上午的经验在
此刻派上用场，全园区27个装车点点位
已在我们脑海中形成地图，凭借印象我
们很快就找到了EU所在的分拣口。

此时，运输车仅装了小半箱，两个编
织袋整齐地放在车内其他快递箱上面，
分拣口还堆了几个编织袋，不知道有没
有被快递员录入。虽然还未明确快递具
体方位，但显而易见，查看这几个编织袋
并不会影响已装车的其他快递，“快递在
方便拿取的位置，您可以通知客户了。”
做出判断后，我们第一时间把分拣口情
况同步给了张英。

消息发出后时间仿佛进入倒计时，
我们和装车的快递员解释情况的语气都
有些急切。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分头查看
编 织 袋 号 码 ，很 快 在 车 上 找 到 了

“2360”，拿到了客户说的快递。12 时
21 分，我们带着快递回到医院区，张英
竖起大拇指迎接我们：“干得不错！客户
大概10分钟后赶到，还要辛苦你们去门
口交接一下，务必亲手交给本人。”

来取件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他接
过快递时连连道谢：“里面装着的合同下
午1时就要用，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没想到真帮我找着了，太感谢了！”

忙忙碌碌中，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
在我们的努力下，300 余件异常快递准
时发出。送走早班最后一辆运输车，疲
惫和成就感同时袭来。我们就像是运输
环节的“润滑剂”，降低异常快递给物流
带来的阻力，让每件快递都能保质保量
按时送达。

记者在衢州跟随快递医生处理异常件——

我来治疗“病”快递
本报记者 唐逸涵 共享联盟·柯城 郑 晨

记者登记并修补包装轻微破损快件。 本报记者 祝旖波 钱洁瑗 摄记者登记并修补包装轻微破损快件。 本报记者 祝旖波 钱洁瑗 摄

分拣线扫描仪显示出内容物情况 。 拍友 刘芸 摄分拣线扫描仪显示出内容物情况 。 拍友 刘芸 摄

唐逸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