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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77 岁，每天起床第一个念头是
要去‘上班’；他，75 岁，会一腔好意、一
身‘ 蛮 力 ’拉 着 散 步 的 人 来 看‘ 拉
花’⋯⋯”11 月 30 日一早，我们推开宁
波万安社区乐活老闺蜜咖啡馆，成为其
中“一员”，脑海里竟“信手拈来”如此多
活泼泼的“广告词”。

这里，28 位店员，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被网友昵称为宁波“最老”的咖啡馆。

“最老”两字背后，是宁波为实现更
高水平“老有所为”迈出的一大步。作为
全省 5 个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户籍
人口比例超过 28%的城市之一，如何让
庞大的老年人群为高质量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是宁波破题的方向。

近两年，宁波创新推出久久“乐活”
计划，依托慈善基金培育老年人参与社
会发展的渠道和平台，培育出 17 个“乐
活”养老项目，乐活老闺蜜咖啡馆是其中
之一。这里的咖啡师全部是公开招募的
老年志愿者，收益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很多人闻着咖啡香而来，包括我们。

咖啡杯上画笑脸

如何做一杯咖啡？磨豆、压粉、萃
取、打奶泡、加入咖啡液⋯⋯大抵如此。

75 岁的店员龚浓娣却执意要我们
多加一个步骤：在每杯咖啡上画笑脸。

“笑脸就是老龚的好心情。”见龚
浓娣给我们传授“秘诀”，一旁的店员
凑上来打趣。“我看笑脸最像你，以前
家里‘躲’，不爱说话，现在走哪都笑眯
眯⋯⋯”龚浓娣可不输“嘴炮”，和同事
开起玩笑。

龚浓娣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
搞文艺、上老年大学，忙得很。今年年
初，作为宁波久久“乐活”享老计划的试
点项目之一，龚浓娣所在的万安社区将
社区书房升级为“书咖”，发出一纸“招募
令”：征集长者咖啡师。“其实我对咖啡非
常喜欢，所以第一时间就报名了。”龚浓
娣还硬拖着几个相对内敛的“老闺蜜”一
起报了名。

龚浓娣边说边递给我们“老闺蜜”店
服，还特意用手小心帮我们抚平衣服褶
皱，她说：“过几天，我们要换制服，每个

人的名字都会绣在胸前。”看到她自豪的
表情，我们迫不及待想上岗。

“这刻度代表研磨度，中烘豆子一般
采用选择通过率 75%至 80%的中等偏
细研磨度⋯⋯”站在咖啡机前，我们按照
龚浓娣口中蹦出的“陌生术语”，依样画
葫芦，一阵手忙脚乱。到了龚浓娣最在
意的笑脸拉花，却因为手不受控制地抖
动，我们画了几个嘴角下垂的“哭脸”，惹
得几位店员哈哈大笑。

“你别说，这像极了我们刚学做咖啡
时的样子。”不知是谁挑起的话题。当
初，他们也是新手，社区请来的专业咖啡
培训师一教就是8小时，研磨、打奶泡连
轴转。回家他们还自己找视频学，可谁
都没喊累。

“干有意义的事，有劲头呢！”龚浓娣
清楚记得，咖啡馆营业第一天，她打了
44 杯咖啡，结果一向睡眠极好的她，一
晚上没睡着。“事后，我左思右想，一定是
咖啡闻醉了！”说着，她嘴角扬起，在我们

眼中，这笑脸便是最美的“拉花作品”！

这杯拿铁很“上头”

“来一杯拿铁！”思绪被一个略带低
沉的男声打破，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一位
客人。

照着流程，我们制作好一杯咖啡，小
心端到顾客面前，略带心虚：“尝尝看，味
道怎么样？”

此刻，客人不多，这位顾客指了指门
窗玻璃上贴着的标语——“当一天店员，
做一次公益；喝一杯咖啡，做一次公益”，
饶有兴趣地问东问西。

“我们都是志愿者，不要工钱！”“别
看咖啡馆小，我们有自己的‘万安共富基
金’，每一笔营收都通过宁波市慈善总会
二维码，打入基金账户，用于支持社区建
设和咖啡馆的基本成本支出⋯⋯”我们
把事先做的“功课”一股脑倒出来，顾客
边听边点头。

结账时，我们拿出印着付款二维码
的牌子递过去：“一杯九块九，谢谢！”可
十几秒钟后，柜台收银机传来的声音清
晰地提醒我：“收款100元！”

“错了错了！”我们一脸疑惑地看向
顾客。他指了指门口的标语：“喝一杯咖
啡，做一次公益！”相视一笑过后，一股暖
流涌上心头。

我们扭头向其他店员投去“求助”的
眼神，他们却一脸“理所当然”。后来我们
才知道，“超额”付款是这家老闺蜜咖啡馆
的常态。从今年3月16日开业至今，“万
安共富基金”已累计进账两万多元，“这杯
拿铁可真‘上头’啊！”我们不由感慨。

趁着空隙，我们重新打量这家咖啡
馆。最靠里，是一整面书架，还能看到原
本社区图书馆的影子。随手翻了翻，我
们注意到一本绿皮拼音童话书的扉页写
着一段话——

“10 月 14 日，一个妈妈带着孩子送
来这本书，说留给咖啡馆，分享给有需要

的人！”
这行字，写得端端正正，出自 75 岁

的老伙计刘玉燕之手。“那天，收到这本
书时，她很感动。”如今，这本“拼音书”成
了另一位 60 多岁老伙计陈佩君的“教
本”，一口宁波话的她，为了当好咖啡馆
的“老伙计”，专门报班去学普通话。

“正像你们说的，这里的拿铁真‘上
头’呀！”刘玉燕用我们的感慨笑着说。

“链”出老人新能量

制作咖啡的空隙，龚浓娣嘱咐我们将
咖啡渣集纳到塑料桶里，看起来宝贝得很。

“又给菜园攒肥料呢，龚场主！”几位
正在买咖啡的居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
打趣。一声“龚场主”，龚浓娣不由昂起
了头，咧开了嘴。

居民口中的菜园，我们早就摸过“底
细”。几个月前，那里还是一片1000多平
方米的闲置地，社区引进社保卡所属银行

等多方力量筹建，划分成68块共享菜园，
招聘 68 位农场主，当时引来了 200 多位
居民报名。龚浓娣便是幸运者之一。

这会儿，瞅准店里顾客不多，龚浓娣
提上桶，喊上我们一起来到那片围在围
墙中绿油油的菜园。“我家的大白菜已经
卷心咯，仅此一家。”龚浓娣向我们“炫
耀”起来，社区已在计划，对于在老闺蜜
咖啡馆当志愿者等参与社区服务的居
民，都能得到爱心积分，积分可以兑换

“优先抢地权”。目前，咖啡馆产生的咖
啡渣子，供给菜园当肥料，咖啡馆的利润
又能保障菜园基本支出，菜园的收成所
得，充实到“万安共富基金”中去⋯⋯

在龚浓娣描述的细节里，我们从中
捕捉到的是咖啡馆与菜园子之间的千丝
万缕，抽丝剥茧，一条社区治理链条越发
清晰——

万安社区是宁波典型的老小区，
5100 多名常住人口中，60 岁以上的占
了四分之一，如何让老年人在社区治理
发挥积极作用是其面临的最大考题。而
通过一杯咖啡，一群长者重新与世界建
立崭新的链接，赢得新的认同感、归属
感、满足感，激发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值。

在回咖啡馆的路上，远远有人冲着
龚浓娣打招呼，眼前，82 岁的蒋华强扛
着摄影器材，一看就是位地道的“发烧
友”。今天，他的工作任务就是拍出这群

“老闺蜜”的新故事，“肯定又会是个爆
款！”蒋华强干劲十足。

在万安社区有一组令人振奋的数
据，目前，根据居民的“需求清单”，通过

“政府投入+企业
合作+社会参与+

居民捐款”的社区
慈善项目就有 12
个，吸纳 600 余名
居民参与其中。

店员平均年龄超70岁，记者走进宁波“最老”咖啡馆——

跟着75岁“老闺蜜”卖咖啡
本报记者 陈 醉 王妍妍 通讯员 李 哲

上周末，“海丝之魅——世界城市文
旅 IP 大会”在温州举行。即便频繁亮相
同类场合，当陈祖品站在现场分享从海
滨到沙漠的十年过往时，话语间依然透
着几分紧张。“可能近乡情怯吧。”他说。

提及陈祖品，很多人可能并不熟
悉。但如果你喜欢旅行，兴许会对这些
民宿项目有所耳闻：黄河宿集、草原宿
集，以及今年暑假开业即火的腾格里沙
漠酒店，皆出自云南省温州商会执行会
长、华正文旅集团董事长陈祖品之手。

陈祖品是温州平阳人。过去10年，
他进入民宿这条文旅赛道，不断制造文
旅产品的爆款。偏远、稀缺的自然资源，
在他手中幻化成令人心驰神往的诗和远
方，集聚起一批拥趸，也让乡村成为游客
纷至沓来的旅游目的地。

“土地和人不能辜负，每一程都是使
命。”收获口碑和市场的同时，陈祖品依
然在拓展旅行目的地的边界。

要给游客平时生活
以外的惊喜

这次回乡，陈祖品和一道来温的文
旅圈大咖，围绕如何从“网红”变“长红”，
聊了聊城市“出圈”之道。“推出的产品和
服务，得有满满的诚意，要给游客平时生
活以外的惊喜。”这是他不变的初心。

今年 7 月，历经 4 年打造，位于宁夏
中卫的腾格里沙漠度假酒店揭开神秘面
纱：20 栋独具风情的建筑高低错落，远
远望去，犹如自然生长在广袤的沙漠
中。“外面刮着沙尘暴，室内却温暖如春，
仿佛海市蜃楼。”不少游客沉浸于这种因
地制宜的度假新体验与新场景中。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流量，酒店105个
房间陈祖品却只开放一半，“团队还在磨
合，这需要时间，不能让客人体验打折扣。”
但即便“限流”，酒店线上预订量却一路上
扬，单日最高预订甚至突破150万元。

腾格里沙漠酒店的爆火，离不开陈
祖品操盘的首个文旅项目——黄河宿集
带来的出圈效应。此前，很多人不知道
宁夏中卫。项目所在地——中卫沙坡头
区常乐镇大湾村毗邻黄河，与腾格里沙
漠隔河相望。

2013年，寻求转型的陈祖品来到宁
夏中卫考察项目，无意中路过拥有大漠、

黄河、绿洲、长城等独特资源的大湾村。
彼时，村里仅剩一户人家，很多民房空
置，但建筑形态特别美。“舍不得它就这
么没了。”震撼于西北乡村那种苍凉而又
厚重的人文气息，陈祖品萌生了打造度
假产品、重现西北传统乡村生活的念头。

在圈内好友的建议下，陈祖品决定打
造一个民宿集群，引入旅行生活方式品
牌，营造具有更丰富新场景的度假目的
地。2018年底，黄河宿集横空出世，集结
西坡、大乐之野、墟里、飞茑集等一众浙江
民宿圈头部品牌。这些民宿携面包房、书
店、咖啡吧、小酒馆等进驻，形成了不同风
格的聚集业态，丰富了游客住宿体验。

“不光城市里的需求都能满足，还有
久违的那种互相自由串门的邻里关系。”
不少游客纷纷点赞。为了吸引更多优质
民宿品牌，陈祖品和团队通过制定管理
公约保证宿集整体的服务质量。“他就像
一位‘带头大哥’，我们只管来造房子就
行。”一位酒店设计师谈及陈祖品的邀请
时说，“跟着他不会心累。”

2018 年底开业至今，黄河宿集 100
多间客房均价在每晚2000元以上，入住
率基本稳定在 80%，暑假一房难求，复
购率高达30%。

“创造和分享美好”
是乐趣所在

曾辗转山西、内蒙古，在矿业和投资
领域做了十几年的“煤老板”，为何能成
为文旅圈的一匹黑马？陈祖品兴趣爱好
多，机车、旅行、摄影、音乐、穿搭等几乎
样样精通。“他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
遇到任何有意思的东西，都能冷静下来
思考、学习，然后特别认真地干一件事。”
一位设计师朋友这样评价。

这份认真体现在黄河宿集的项目设
计上。陈祖品带着团队遍访当地文史专
家，调研周边的河山村落，拍摄了上万张
照片。眼瞅着项目5年建设期过去了3年
还没开建，团队成员有些坐不住了，但陈
祖品有着自己的坚持：保留、恢复当地的
传统建筑和文化。他请来有30年古建筑
保护经验的手绘师，凭记忆绘制出大湾村
的旧貌，再把总规划师从澳大利亚拉到工
地现场泡了半年，根据手稿做设计。

冬春季节多风沙、常年干旱少雨，当

地人建造了墙体厚重、屋体低矮的土坯
平顶房，这也是中卫民居千百年来的主
流形态。陈祖品一开始想照搬，但因为
工艺不符合现在的相关标准只能作罢，
最后他将坚守建筑外墙深土抹泥作为底
线。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匠人，他就跑
到安吉求助跟泥土打了 20 多年交道的
老师傅。建筑屋顶用的手工席子同样是
宁夏特有的元素，为了复现这项工艺，陈
祖品跑遍宁夏找齐 6 位老手艺人，其中
年纪最小的也已60多岁。

泥土、木头、石头就地取材，尽可能
保留村庄原有的道路、生态和人文。“见
到黄河宿集的第一眼，感觉就像是回家
了。”58 岁的林学义是黄河宿集首批入
职员工，也是大湾村的村民，“村里原来
的树都在，黄褐色的夯土墙、原木色的立
柱、小巧的方形窗子，除了房子高点，一
切都是那么熟悉。”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陈祖品深入了
解后愈发痴迷于当地的文化，也把它们
融入了宿集。联合古宁夏瓷和中卫手工
羊毛毯制作非遗传承人开发的文创产
品，既应用于酒店的内部装饰，也远销外
地，手工作坊成了游客的互动新场景。
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也有了更多打开方
式。枸杞汽水、枸杞精酿啤酒等枸杞衍
生饮品成为园区热销品。

曾有人质疑，这些业态不赚钱还费精
力，为什么要做？“做乡村旅游得有一定的

责任感，这些和在地文化相关的地道风物
都很宝贵，需要时间去扶持培育，不能一
开始就算经济账。”陈祖品很坚定。

沙漠头井湖翻越，下河沿古宁夏瓷
遗址断代，大麦地史前岩画，沙漠烛光晚
宴⋯⋯黄河宿集推出的一系列文旅体验
线路，从设计、模拟测试再到分享，短则3

个月，长则半年，陈祖品始终亲力亲为，
“把这个地方变成人们都愿意来的地方，
让其他人也能感受到我们发现的美好。”

“大自然和在地文化是民宿最好的
设计，这些东西一直就在这片土地上，我
们不过是从受众的角度去做好转化。”虽
然过程折腾辛苦，但在陈祖品看来，“不
断寻找美好、发现美好、创造美好、分享
美好”恰恰是乐趣所在。

重塑年轻人对在地
文化的自信

“宿集把儿时对乡村的幻想照进了
现实。”入职 5 年，从一名服务生成长为
酒店房务部副经理，万启明自豪地向一
拨又一拨海内外游客“炫耀”自己从小就
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重塑年轻人对在地文化的自信，让
民宿成为复兴乡村的入口。”陈祖品说，
越来越多当初从乡村离开的年轻人回来
了。黄河宿集和腾格里沙漠酒店目前拥
有500多名员工，98%是当地人，其中年
轻人占了8成以上。他和团队还发挥社
群运营的优势，通过重新设计和包装将
当地物产推介出去，引导周边农户自主

参与生态养殖、农事体验，帮助他们增
收。如今，林学义领着十几人的团队，照
看着几百只动物和 500 多亩林场和草
场，收入比几年前翻了一番，乡村的变化
看在眼里，“出租车来得勤了，不少人干
起了旅游线路运营，老百姓开的民宿、农
家乐也越来越多。”

在黄河宿集的带动下，宁夏当地先
前鲜有人知的河滩枣、葡萄酒等在地风
物持续畅销，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收入。
更多投资者、艺术家来到宁夏中卫，为当
地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能明显看到他眼里有光。”与10年
前相比，如今的陈祖品头发半白，肤色也
黑了不少，体重掉了 20 多斤，但状态令
不少同行羡慕。

离开温州后，陈祖品又飞回宁夏，
继续新一轮“包工头”的日常。挨着房
车摆开露营椅，泡上热茶，比脚边篝火
更晃眼的，是几百
米 外 如 火 如 荼 的
施 工 现 场 —— 这
个位于贺兰山东麓
的项目，是他想讲
的下一个关于宁夏
的风物故事。

操盘“宿集”打造文旅融合爆款，温商陈祖品——

让民宿成为复兴乡村的入口
本报记者 赵琛璋

操盘“宿集”打造文旅融合爆款，温商陈祖品——

让民宿成为复兴乡村的入口
本报记者 赵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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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向顾客展示制作完成的咖啡。 拍友 姚铁成 摄 记者（右）跟着龚浓娣学习制作咖啡。

陈祖品（左）向宁夏当地农户了解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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