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咖啡工厂启用后，带动周边出现
了一些新业态，像摩托车工作室、摄影工作
室等。”亚男说。记者采访得知，北宅的乡村
咖啡馆除了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外，也要练好内功，在装饰风格、空间造型、
产品调性上努力彰显个性，既有精品咖啡的
技术研发，也有“咖啡+”的产业延伸，既有
西式简餐，也有结合北宅当地风物的中西式
融合餐品。

行走在北宅街道的大街小巷，有着道不
尽的美，一步一景，处处皆可入画。近年来，
伴随着北宅街道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美丽乡
村催生“美丽经济”，樱桃花节、樱桃节的节庆
效应不断放大，让北宅成为近悦远来的休闲
胜地。不光乡村咖啡馆不断增多，乡村露营
地、民宿、研学游等旅游新业态也纷纷出现，
为崂山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能。

青岛市咖啡文化协会会长张永伟介绍，
咖啡是一种国际饮品，跟文化旅游是相互促
进的。青岛的咖啡文化较为久远，作为开放
城市，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目前青岛共有咖
啡馆3000多家，除了城区，在崂山风景区各
个景点都有咖啡馆。“乡村咖啡馆的出现是一
件好事，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到乡村去创业，

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张永伟说。
对于下一步乡村咖啡馆的发展，张永伟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与地域特征紧密结合，走
个性化发展之路，提升服务品质和产品品质，敢
于打造自己的品牌，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进一步增强消费黏性，创造更多消费场景，真正
让乡村咖啡馆变成休闲空间。

“我们正在对全街道的文旅新业态进行全
面摸底调查，其中就包括对乡村咖啡馆的调查，
后期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推出北宅特色的扶持
政策。”北宅街道文体旅游中心主任王雅娟说，
街道将以创新举措引导更多创业者、咖啡爱好
者到北宅来，吸引更多咖啡馆扎根北宅，创办更
多乡村咖啡品牌，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咖啡聚
集区，让更多市民和游客卸下一身疲惫，回归乡
野、走进乡野、亲近乡野、爱上乡野，体味不一样
的北宅慢生活。

“北宅街道交通便利，自然景观优美，历史
人文资源富集，并且整合党建、文化等现有资
源，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众多乡村咖啡
馆的入驻，在增加新业态的同时，也进一步释放
美丽乡村新活力，让乡村成为青岛人心灵的‘栖
息地’，让乡村成为天然的会客厅。”崂山区北宅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立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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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有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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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开起咖啡馆 土味乡村潮起来
崂山区北宅街道乡村咖啡馆已有七八十家 樱桃树下、水库旁边、大山脚下的“村咖”成别样风景线

青岛是一座很浪漫的城
市，山海相拥的崂山最具
代表性，北宅街道是青岛

的后花园，是慢生活的首选地，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办乡村
咖啡馆。”9月10日，正在广州参
加比赛的“时留咖啡”主理人亚
男说。

记者从北宅街道了解到，伴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很
多年轻人和咖啡爱好者把咖
啡馆从城市搬到了乡村，崂山
区北宅街道的乡村咖啡馆已
经有七八十家，樱桃树下、水
库旁边、大山脚下的“村咖”已
成为北宅街道的别样风景线。

“

大学毕业后，亚男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专
门研究大宗商品贸易及金融衍生品。“这个工作
节奏比较快，要经常熬夜，喝咖啡能助我提神。
时间长了，我对咖啡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
到现在。”亚男说。

亚男的爱人在青岛，5年前，她跟随爱人来
到青岛。“当时，我也曾想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
作，但我发现还是更喜欢咖啡。咖啡作为经济
作物，在5年前的价格恰好处于历史低位。在
家人的支持下，我在李沧区开了一家咖啡馆，算
是一次尝试。”

店里使用的咖啡豆都是“获奖豆”，来自世
界各地的精品咖啡被做成各式饮品，也有时尚
的酒咖、奶咖。亚男说，“我们一开始就推出了
现场烘焙，主打手磨咖啡，让顾客可以看到制作
过程，品尝到咖啡的原产地风味。为了让自己
更专业，我考取了咖啡师证，经过不断学习，现
在已经成为咖啡专业赛事评委。”

亚男执行力很强，也很专注，她和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专门研究咖啡
豆烘焙技术，团队里有人工智能方面的高手，还
有营销高手，大家因为喜欢喝咖啡凑在一起。

“我们的团队多次参加国际咖啡比赛，获得过
2019IGCA 国际金牌咖啡大赛第四名、2020 世
界咖啡烘焙大赛中国区外卡赛全国季军、
2021IGCA国际金牌咖啡大赛青岛站&杭州站
金牌、2022世界咖啡烘焙大赛中国区外卡赛大
连赛区选拔赛亚军等多项大奖。作为技术派，
推广咖啡文化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亚男说。

在一次到崂山海边游玩时，亚男迷上了崂
山的风景，她便想着要把咖啡工厂设在崂山。

“2020年，我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崂山的

乡村到处寻找工业用地。”亚男说，每天开车两
三个小时，崂山大大小小的村庄她几乎都走遍
了，最终在沟崖社区找到了一处厂房。“这里原先
是专门做游艇的工厂，老旧的厂房很有时代感，
非常契合我们的咖啡风格。整个厂区有3300平
方米，我们花了300万元租赁下来，改成了集生
产、体验于一体的咖啡工厂店。”亚男说。

“其实，当时选择在乡村开办咖啡馆，团队
中也有不同声音。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
想到启用后反响很不错，最多的一天销售出去
200多杯咖啡，不少咖啡爱好者慕名而来，甚至
还有来自澳门的朋友。”亚男说。

记者看到，亚男的这处咖啡体验馆有着浓
厚的工业风，步入其中就闻到了浓浓的咖啡香
气，屋子中央是一片绿植，3名工作人员正在制
作咖啡。店长陈昊说，上大学时，他在亚男的咖
啡店里品尝了一杯荔枝味的咖啡，从此迷上了
咖啡，最终成为亚男团队中的一员，自2019年
入职以来，如今管理着4家咖啡馆。

在亚男的咖啡体验馆里，有来自全球重要
咖啡产区的80多种咖啡豆，全都实现原产地溯
源，客人既能观看烘焙工程，现场品尝咖啡，还
可以选购咖啡豆。亚男说，“咖啡馆周边风光很
美，透明的生产车间很炫目，我们一年有三季要
研发咖啡新品，两年来营业额以30%递增。”

“选择在这里开咖啡馆，有乡村的优美风
光，加上我们强大的烘焙技术和种类繁多的咖
啡豆，这是咖啡馆越来越红火的原因。”亚男说，
她正在广州参加咖啡烘焙比赛，顺便考察一下
当地的市场，下一步团队要走出青岛，将咖啡馆
开到外地去，让更多的人喝到来自青岛的精品
咖啡。

一边欣赏乡村美景，一边品尝
各种风味的咖啡，在休息的同时味
蕾也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在北宅街
道，很多村庄都有“村咖”，它们或掩
映在樱桃树下，或在山脚下，还有的
在山间小路旁。

去年，曾从事过货代业和旅游
业的于娜在北宅街道书院村开了一
家餐馆，主打简餐，还有自制的果酱
气泡水、咖啡等饮品。聊起开餐馆，
于娜说，2018年她和爱人到崂山游
玩，住在北头村的一家民宿里，“当
时给我们的感觉很不错，这里的环
境很好，邻里关系也不错，由此萌发
了在这里租房居住的念头。”

于娜的爱人喜欢做皮具，两人
在书院村租了一个房子，一直居住
至今。去年，夫妻俩花20多万元在
书院村开了一家占地100多平方米
的餐馆，既有餐饮区，还有手工皮具
的展示区，“很多菜品都是创意菜，
咖啡也是现磨的手工咖啡。北宅的
物产丰富，我们用北宅甜杏、桃子等
水果熬制果酱，产品推出后受到一
些客人的喜欢。有一位重庆的客人
每年来青岛两三趟，每次都要来我
们店里吃饭。”

在一些探店博主的传播下，于
娜的“宽肩厨房”已成了网红店。因
为比较受欢迎，再加上人手不够，餐
馆采取的是预约制，今年北宅樱桃

节期间客人数量暴增，大家需要排队
才能就餐。

“这些年，随着北宅的名气越来越
大，周边有人陆续开起了咖啡馆，不少
城里人都来乡村品尝咖啡，算是偷得
半日闲。”于娜说，“来北宅居住有5年
了，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变化，原先不
少人都是在城市里喝咖啡，现在到乡
村品尝咖啡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几
位好友相聚，游山玩水后品尝一下当
地美食，然后边喝咖啡边聊天，度过慵
懒的午后时光，乡村咖啡馆成为了乡
村会客厅。我们喜欢这种悠闲的生
活。”

比起于娜这对“夫妻档”，来自韩
国的边大叔和老伴早在 2015 年就在
北宅开了一家咖啡馆。“我从 1993 年
开始喜欢上喝咖啡，2005年从韩国来
到中国，在大连和青岛从事品质管理
工作，2015年我爱人在城阳开了咖啡
馆，后来朋友建议我们到崂山开室外
咖啡馆，他们推荐了北宅，我们就来
了。”边大叔说。

边大叔的咖啡馆在一片樱桃园
中，院内的氛围灯和木质小屋很吸引
人。夫妻俩非常热情好客，咖啡馆里
既有崂山绿茶拿铁，也有美式咖啡，
边大叔还把鱼糕汤、韩式吐司、核桃
果子、鸡肉三明治等简餐也带到了北
宅，再加上还可以露营，很受年轻人
的青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
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
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
之琳《断章》中的经典诗句，用来
描绘当下的“村咖”恰如其分。

北宅街道河东村村民徐世
勇，10 多年前开过农家宴，后来
因为干餐饮比较累，他开始思考
转型。“2015年，我到南京等地去
旅游，发现那里的乡村咖啡馆很
火爆，不少年轻人都去游玩打卡，
我就萌发了回崂山开咖啡馆的念
头，我把想法跟市区的一位老哥
说了，对方也很支持我的决定。”
徐世勇说。

“原来开农家宴，忙起来老
板、厨师的活儿都要干，开咖啡店
就需要会手工制作咖啡，为此我
专门去南方学习了3个月。”徐世
勇说，在南方学习期间他第一次
喝咖啡，觉得跟崂山茶比起来太
苦了，只喝了一口就咽不下去了，
后来整整练了一个星期，才慢慢
学会了喝咖啡。

开一家乡村咖啡馆并非易
事。有了投资伙伴后，还要在
定位、风格上下功夫，经过多方
比较，徐世勇花了两年时间完
成咖啡馆的装修工作，原先的
农 家 宴 变 成 了 一 处 乡 村 咖 啡

馆，附近就是四水水库，有山有
水，环境宜人。

徐世勇还清楚地记得 2017 年
咖啡馆开业时的场景，作为河东村
第一家乡村咖啡馆，当天来的除了
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游客，当时是在
北宅樱桃节期间，咖啡馆一开张就
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

“我们的咖啡馆除了美式、拿铁
咖啡外，还有4间民宿房，来游玩的
客人可以边品尝新鲜的咖啡，边享
受自然风光。”徐世勇说，咖啡馆周
边景色特别美，加上自己用心烘焙
咖啡，不少游客成了回头客。除了
国内游客，还有来自韩国的客人，一
个北京的朋友每年都要来两次，每
次都要在民宿住上几天。

“平常店里有四五名员工，每
年樱桃节期间还要再招募一些志
愿者，最多时有 12 个人。现在乡
村咖啡馆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
我们周边3公里范围内就有3家咖
啡馆。”如今的徐世勇依旧喜欢喝
崂山茶，喝咖啡也成了他的爱好。
他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北宅
人，家乡是自己事业发展的根基和
舞台，也是事业不断发展的底气所
在，下一步，他的咖啡馆还要进一
步提升品质，还要增加更多的咖啡
饮品。

为热爱搜寻
把废弃厂房变成咖啡工厂 为美景创造

“夫妻档”在北宅开网红店

为乡土留守
农家宴老板变身“咖啡馆长”

为品牌打拼
北宅要建设乡村咖啡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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