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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你准备好了吗？艾米丽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会尽我所能。艾米丽我爱你……”伴随着婚礼进行曲，
新郎新娘甜蜜相拥，观众们手捧鲜花，沉浸在山谷特别版戏
剧《我们的小镇》的喜庆氛围中。

这样浪漫的场景，正发生在3月27日的北京潭柘寺镇
的檀谷慢闪公园里。

“这是檀谷戏剧计划的一次公开会演，旨在为周边居民
提供新的生活体验。”檀谷戏剧计划负责人说。

更令人惊奇的是，现场的演员都是普通市民。导演洪天
贻说：“潭柘寺镇是一个人文气息和自然风光兼具的地方，
我们希望这里的居民能够演绎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此次演出
选择美国剧作家怀尔德经典剧目《我们的小镇》的一大原
因。”自2月份发布演员招募令后，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各
行业爱戏剧、爱山居生活的市民们的自荐。

为提升体验感，进行沉浸式演出，“演员”们认领剧本
角色后，可以提取出与之有关的元素，结合自己的生活与思
考进行创意写作。

“威博先生把帽子戴到我头上时，我感觉温暖极了，那
是爸爸的温度。我戴着有点大的帽子，小手牵着他的大手
……”最后一幕的独白中，艾米丽饰演者张玲这样说。

“最后的独白是我的自述，希望借角色表达对已故父亲
的思念。”张玲说，作为一个戏剧的爱好者，她体验到了难
得的演出享受。

剧中饰演乔布斯太太的居民张鸽分享道：“演戏剧不仅
对我是全新体验，从剧本围读到演出，我的孩子也一同参与
其中，这种形式丰富了我们一家人的休闲生活。”

戴嘉成介绍，戏剧计划只是慢闪公园的亮点之一。所谓
“慢闪”，是借由“快闪”而来，他们希冀将慢闪公园打造为
“家门口的度假地”，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体验慢生
活的美好。

顺着旋转楼梯登上白色观景台时，能够真切感受到“城
市出口，自然入口”八个字的含义。望远，漫山遍野尽是白
色、淡粉色的山桃花，九峰山脊延绵不绝；近处，春游的学
生们在透明的泡泡屋里游戏，树屋滑梯旁孩子们的笑声传入
耳畔……

公园里不仅提供手冲咖啡、甜品等下午茶，还有专门的儿
童手工工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适宜的休闲方式。

来，去慢闪公园
“演”戏剧

本报实习生 李婷

上周去户外散步，偶然发现北京大红门地铁站附近有
人在放风筝，心中不免一阵惊喜。城市里高楼林立，难得
有适合放风筝的地方，于是赶紧下单，购买了一只心仪的

“蓝蝴蝶”，准备重温儿时的乐趣。
风筝到了，周末也到了。还未到空地，便看到一幅静

谧的人文图景：河边一位老人在闲适地放着风筝，河岸旁
铺设的塑胶跑道上，三三两两的人们或在散步或在钓鱼。
笔者忍不住感慨，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促提升过程中，
大红门迁出了很多服装批发市场，如今环境整治一新，真
是蓝天碧水净土，好一处休闲所在。

放风筝这天可谓天公作美。此处居民楼朝东西向，而
当日刮的是南北方向的风，且风力十足，风筝很快起飞，
根本不用助跑。我左手把住线轮，根据风势及风筝情况收
放线，颇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架势。越飞越高的
风筝，牵动着我的视线，瞬间感觉释放了烦恼，放飞了憧
憬，真切地体会到了“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的喜悦。

“蓝蝴蝶”在湛蓝的高空徜徉，虽样式简单，但在我眼
中，和那些造型“高大上”的风筝相比毫不逊色。果然，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彼时，微风轻抚，鸟儿啁啾，身心
惬意，春意扑面而来。

风筝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最早的风筝称木鸢，发明
者为墨子，他“费时三年，以木制木鳶，飞升天空”。早期
风筝常被用作军事工具，据传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被叛兵
围困在建业(今南京)的台城，武帝之子简文用风筝向外传送
告急文书，不幸被叛军射落，台城即遭攻陷。后来，放风
筝成为喜闻乐见的活动，也成了文人墨客创作的题材。宋
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
鸢，日暮方归。”《清明上河图》中即有放风筝的画面。到
了明清，则迎来中国风筝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在大小、样
式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当时文人亲手扎绘风筝成为流行的
时尚，那些各具特色的风筝也成了赠送亲友的热门礼物。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风筝也是千姿百
态。此时春光正好，不妨走到户外，一同放风筝。

（作者系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
博物馆研究馆员）

放飞一只“蓝蝴蝶”
郝黎

白天指导咖农采收鲜果，晚上扑在加
工一线、忙到深夜，这番连轴转的工作强
度，云南省普洱市政协委员、孟连信岗咖
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梅已连续坚持了近5
个月。如今，伴随着咖啡鲜果采收季的收
尾，这种状态总算告一段落。

3月30日，赵梅沐浴在春光里，望着
颗粒饱满、红亮诱人的鲜果铺满整个晾晒
广场，她不禁疲惫尽消，一丝笑意挂在脸
上。

“今年是个丰收年！”赵梅说，三个指
标印证了这一点——质量稳定、产量提
高、价格喜人，咖啡鲜果的价格已从去年
的每公斤3元多，上涨到4.8元／公斤。

赵梅所在的孟连县，是云南咖啡产区
里的翘楚，当地生产的孟连豆已多次捧回
云南咖啡生豆大赛的冠军奖杯。“现在，村
民种植咖啡、管理咖啡的积极性都很高。
我们合作社采用‘农户＋基地’的模式，
已拥有咖啡园2000多亩。”赵梅说。

“90后”的赵梅是咖二代，她的父辈从
事咖啡行业已近19年。

“他们当年做咖啡很辛苦。由于没有条
件和精力去学习品鉴，咖农往往只知道埋
头种植、采摘，对产品没有议价权。忙活
了一整年，收益常常不尽人意。”赵梅还记
得，当年只管种、不管喝的咖农闹出过不
少笑话，有的尝鲜者不了解煮咖啡的用
具，直接用大铁锅煮咖啡来喝，一锅黑

水，让众人望而却步。
如今，窘境被打破，状况在改善。正如2018年入行的赵梅一

样，越来越多的咖农正在从思想上“武装”自己。他们参加各类培
训、恶补专业知识、考取专业证书，现在以杯测判断咖啡的风味和口
感，并鉴定一款咖啡品质的高低，已成为一个优质咖农的基本功。

“对品质好坏有了判断，不仅对于市场行情和定价有了发言权，对
于提升品质也更有底气。”赵梅笑着说。现今，根据市场的需求，庄园已
能熟练地掌握对咖啡鲜果常见的3种加工方式：水洗、蜜处理、日晒。

“水洗，顾名思义，将鲜果脱壳脱胶后再清洗；日晒，是指将咖
啡鲜果采摘回来后，不脱壳不脱胶，直接晾晒；蜜处理正好介于二者
之间，脱壳不脱胶，带胶一起晒。”赵梅说，不同的处理方式，自然
带来各具特色的风味，“水洗更强调坚果、巧克力的调性；蜜处理偏
焦糖香；日晒后的咖啡生豆则是回甘很甜，具有水果风味的调性。”

由于服务的客户需求各异，每家庄园选择加工处理方式的比例也
各有差别。在孟连信岗咖啡专业合作社，水洗和日晒的市场需求量大
一点。精品咖啡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红果率达到95%以上才能作
精品咖啡，目前占比在40%左右，销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在赵梅看来，稳定好咖啡豆品质，品牌才能慢慢做大做强。“合
作社正在通过强化田间管理、提升加工技术来提高咖啡产量和质量。
我计划四五月份产品做好后，带着它们去各地参展，希望‘均匀饱
满、光泽鲜亮、浓而不苦、香而不烈、油脂丰厚、果酸味浓’的普洱
孟连咖啡，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也希望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让咖啡树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摇钱树’。”赵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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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状况来看，今年咖啡生豆价格，
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普洱市政协委
员、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代理副总经理刘海
峰说，当前国内产区咖啡市场处于交易高峰
期，供需两旺、交易较为顺畅。

在他看来，价格上涨源于多重因素影响。
“比如，全球第一大咖啡生产国巴西，由于受
自然灾害等影响，咖啡种植区大规模减产；当
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国际物流价格成本
升高。在这种大背景下，普洱咖啡生豆价格也
随之水涨船高，平均价格能达到30元/公斤，
精品咖啡代表孟连豆，平均单价能高达280
元/公斤。”刘海峰说。

而这样的价格，早在七八年前难以想象。
“那时的云南咖啡，由于质量稳定性不佳，一
直为市场诟病。7年前，我去上海考察咖啡行
业时，当地的咖啡馆对云南咖啡的接受度普遍
较低，甚至颇有些抗拒。”刘海峰说，主要还
是品质不过关，有一组数据更能精准地体现当
时的质量水平：2015年，普洱咖啡生豆大赛
上，普洱咖啡的平均分只有78分，没有达到
精品咖啡的80分标准。

为了对症下药，交易中心请来了外援——
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原主席泰德先生，担任云南
国际咖啡交易中心高级顾问。在他的帮助下，
云南咖啡行业聚焦自身现状痛点，结合行业先
进经验，形成了既符合自身发展现状，又能与
国际接轨的一整套标准化体系，并对咖农、咖
企进行全方位指导。“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前，我们还到访美国、欧洲、日本等地，推介
云南咖啡，和国外加强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承
担了重要角色。“中心于2014年成立，建立
了以精品咖啡竞价拍卖、大宗商业咖啡订单
交易、咖啡合同仓单交易为重点的创新经营
方式，集质量检测服务、仓储服务、宣传服
务等为一体。为了增强咖农咖企对于精品咖
啡的认识，我们对生豆大赛中的精品豆展开
了首次拍卖，高昂的价格令咖农、咖企提高

了认识，将目光逐步放在了精品咖啡的加工
生产上。同时，也倒逼他们从思想、观念做
出改变，认识市场需求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努力学习国际咖啡品鉴。”

如今的成果显而易见，短短7年时间，普
洱咖啡生豆平均分已达到82分。“这4分的提
升非常不易，从种植端到加工端，是一个体系
性的提升和进步。”刘海峰说，他自己也与整
个云南咖啡行业的发展同成长。“我从不知道
普洱有咖啡，到进入交易中心工作，从基层
员工一直做到高层管理者，自身的成长也是
整个云南咖啡行业从业者的缩影，见证着云
南咖啡产业在逐步做大做强。现在再去上海
的咖啡馆考察能够发现，云南咖啡已经成了
必不可少的单品。”

在刘海峰看来，咖啡产业将成为未来云南
高原特色产业链里的一匹黑马。“普洱在咖啡
种植的黄金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这里的海拔、气候、土壤等在其他省份不可复
制。普洱咖啡的产量和规模也占据了云南咖啡
产业的半壁江山。”刘海峰说，普洱咖啡未来
将不仅仅是农副产品，也要精深加工，提升附
加值，将二三产同步发展起来。

深耕咖啡交易多年，刘海峰建议将普洱
咖啡产业的优质资源整合、运用和转化，与
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一起，带领众多咖
农咖企实现产业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积极
组建和成立普洱咖啡产业集团。普洱咖啡
产业集团的组建将赋予产业从一产中的鲜
果种植管养、采摘指导、污水处理等问题
保障，从而提高普洱咖啡产品质量，并依
托精品咖啡加工园区的功能，开展咖啡生豆
的采购和收储工作，并为咖啡企业提供标准
的仓储、加工服务。

“我是政协委员、青联委员，也是咖啡从
业者，未来我会肩负起讲好普洱咖啡故事的责
任，做好宣传委员、联络委员，把普洱咖啡故
事讲好，把普洱咖啡的前景宣传出去。”刘海
峰说。

普洱市政协委员刘海峰：

当前国内咖啡市场供需两旺

民盟河南省开封市委会盟员张俊丽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汴京灯笼张”第
七代传承人，也是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她从小在挂满灯笼的环境里长大，七
八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张金汉学习彩灯制作
技艺，十几岁时，已经成为父亲的得力助
手。在假期和放学后，当同龄的小伙伴在
尽情玩耍时，她在精心制作着一盏又一盏
汴京灯笼。从豆蔻梢头到花信年华，灯笼
陪伴着她美好的青春时光。

“汴京灯笼张”有200多年的历史，
创始人张泰全 （1740-1806） 是清代制
作彩灯的名家，历代传人均有独特技艺
传世。2008年6月，“汴京灯笼张”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为“汴京灯笼张”第六代传人，张金汉
曾深情地对女儿说：“从这项技艺被批准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刻起，
它就不仅仅是张家的了，而是国家的、
大家的，我们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父
亲的这句话让张俊丽终生难忘，她更是
暗下决心：“做出最精美的灯笼，让更多
的人了解汴京灯笼技艺和文化，要将家
族技艺发扬光大，要让汴京灯笼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在过去，传统灯笼多是在元宵节前后
出现，而如今，灯会灯展活动以商业形式
呈现居多。如何让非遗技艺以常态化和公
益性的方式展示，成为张俊丽一直追寻和
思考的问题。

“把祖宅腾出来建成一个免费开放的

彩灯展览馆”，在某天晚上脑海里突然迸
发出这个念头后，她再也无法入眠。
2011年 6月，梦想照进现实，张俊丽和
她的哥哥自费将百年老宅改建成展览馆，
免费对公众开放。展览馆面积达400多平
方米，陈列着无骨花灯、鲤鱼跳龙门灯、
千手千眼佛灯等数十个品种400多盏彩
灯，二楼的展厅里还有家传老工具和清代
等不同时期的灯画印版数种。

在展览馆里，悬挂着一盏特别的木版
画灯，这盏灯是木版水印技术和彩灯技术
完美融合的体现。它的设计吸收了开封木
版画的特点，画面多呈现“小放牛、大钉
缸、小上坟、打面缸”等民间小戏，线条
稚拙，色彩喜庆。展览馆里还有很多造型
独特的灯：向“锦鸡报春灯”的鸡嘴投入
硬币，锦鸡会随之扭头、张嘴、展翅、振
翅、摆尾，下出一枚由爆米花团做成的

“鸡蛋”；“天将神犬灯”二郎神一手持戟，
一手牵一条神犬，投入一枚硬币，神犬即可
发出“神犬汪汪，祝君旺旺”的声音；“财
神爷”“孙悟空”等花灯通上电便会做动
作、说话；有的微型灯虽然只有几寸高，却
会说、唱、叫、舞、跳……

现在展览馆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2万
多人次，学生团队占了一大半，覆盖了幼儿
园、小学到大学等各个教育阶段。从开封
市、河南省内其他城市到全国，乃至新加
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
观赏者慕名而来，一睹汴京彩灯的风采。

“祖辈做花灯，是为了谋生；现在做展
览馆，是想向更多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
希望在非遗与民众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让中
国文化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张俊丽说。

加入民盟组织后，张俊丽认真学习盟
史，民盟先贤立盟为公、甘于奉献的精神，
令她更加明确了自身传承好、弘扬好非遗技
艺的使命。

为此，她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传承方案，
“进校园活动”便是重点之一。她将校园传
承方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种，为不同
年龄段的学生准备与他们动手能力相符的制
灯材料和工具，启发学生制作完成他们人生
中的第一盏灯笼。看着孩子们从体验中获得
自信心和成就感，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
知，张俊丽倍感欣慰。这些年来，她每年都
会举办汴京灯笼技艺进校园、进社区、进机
构等活动50多场次。

除了国内传播，“汴京灯笼张”也逐
步走向国际舞台，已先后跟随张俊丽的脚
步，走进了英国、南非、伊朗等国家，成
为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一大亮点。细数这些
经历，张俊丽感觉既充实又忙碌，“现在
感觉时间不够用，哪怕每天不吃饭不休
息，事情都干不完。”如今，她已接过父
亲手中的传承接力棒，坚定地走在传承非
遗的路上。

民盟盟员张俊丽的“汴京灯笼”情节
李军涛 许娜 本报记者 王有强

云南普洱：

春光烂漫
咖香正浓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随着气温回升，近日起，北海公园太液池上再次“荡起双
桨”，公园游船正式开航。北海公园共有11个码头，运行船只包
括手划船、脚踏船、荷花电瓶船等8大系列400多条船只，满足
游客不同需求。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北海公园游船开航北海公园游船开航

遗故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