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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C12

双双来海南 同考茶艺师

随着中俄贸易和双向投资日趋频
繁，谢尔盖和丽莎决定到中国寻找新
的商机。

2019年，他们到陕西西安开了一
家俄式餐厅。在这座历史名城，茶文
化是厚重人文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俄
式餐厅也少不了为顾客提供茶点。

那段时间，他们到一些产茶大省实
地参观，体会到茶文化的丰富多彩，也
从中国茶的原汁原味中品尝到了甘甜。

2020年秋天，他们到海南旅游，椰
风海韵的美景，让他们一来就舍不得离
开。加之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新机
遇，他们决定赴琼发展，继续从事餐饮业。

作为旅游城市，三亚每年都迎来
大量游客。茶水之于餐饮业，可谓标
配之一。

“我们不但让客人就餐喝茶，而且
要让客人感受到茶文化。”谢尔盖认为，
这需要经营管理者自己识茶、懂茶。

如何更好识茶、懂茶？
他们希望自己具有中国茶艺师的

水平，也憧憬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利好来了。
2021年6月10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境
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限制，对
符合条件的境外专业资格认定，实行
单向认可清单制度。”

了解到这一法律规定，这对夫妻几
乎异口同声地跟对方说：“我们报考中国
的茶艺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吧。”

说干就干，他们来到三亚航空旅
游职业学院，报名学习茶艺与茶文化。

今年11月24日至12月8日，他
们在该学院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茶艺与
茶文化的专业课程、美育课程、德育课
程和创新课程，并参加了实训。

当海南日报记者问到学习过程中
是否有难度时，谢尔盖一脸轻松地说：

“没有太多困难，老师讲的课程都好
懂、很有意思。”

丽莎解释道：“我们在俄罗斯开茶
馆时，就有了一些茶文化知识和业务
经验。”

不过，茶艺展演的环节较多，还是
有一些难度的。

对此，谢尔盖透露，他与妻子在实
训中互相交流、提示步骤，熟练掌握了

茶艺展演的操作流程。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师黄艳

蕊，对谢尔盖、丽莎的学习态度和成绩
表示满意：“他们俩的学习很认真，能
及时掌握每堂课讲授的茶文化理论和
茶艺实训要领。”

12月9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基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相关规定，允许境外人员参加我省茶艺
师考试，并指导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设立茶艺师（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考点。谢尔盖、丽莎在该考点通过理论
考试和技能操作，成绩均为合格。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间隙，这对
夫妻进行了茶艺展演，在轻柔美妙的
乐曲声中，洗杯、倒水、温杯、冲泡等系
列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茶艺展演结束后，丽莎将他们冲泡
的茶热情地端给记者和点评老师品尝，
茶水入口温润，清香怡人，回味悠长。

中国文化热 魅力无极限

通过作为初级（五级）的茶艺师职
业技能等级考试，谢尔盖、丽莎并不满
足，他们一致表示：“我们将继续努力学
习，争取早日拿到中级、高级茶艺师证。”

谈及海南茶，谢尔盖说，来年会找
机会去五指山、白沙等市县考察学习，
现场品尝当地的名茶。

“学习茶文化，品味茶文化，让人
在喧嚣中保持宁静，是一种高雅艺术
的享受。”平时忙于打理经营业务的谢
尔盖深有感触地说，与朋友在一起喝
茶，或与商业伙伴茶叙时，能够保持平
和心态，甚至达到一种融洽的意境。

中国文化热，魅力无极限。
不仅仅是茶文化，他们还积极了

解海南特色文化，并正在学习中国书
法、中国功夫。

“我只会一点点中国功夫。”谢尔
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打拳的招式。

展望未来，谢尔盖表示看好海南
自贸港建设前景：“我们将向俄罗斯的
亲友推介海南，建议他们来海南旅游
度假或投资兴业，并在文化交流中感
受海南文化和中国文化。”

俄罗斯夫妇同考茶艺师

茶中求道
■ 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今年 12 月初，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组织首期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外
籍友人茶艺师（五
级）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吸引了一批
外籍人士报考。来
自俄罗斯的谢尔盖
和丽莎，在此次职
业技能等级笔试和
实操中，都通过了
考试和考核。

十年茶生意
结缘茶文化

谢尔盖和丽莎是一对俄
罗斯夫妻，缘何喜欢上中国的
茶文化？

故事得从13年前说起。
一个看似寻常不过的日

子，他们又一次相聚于莫斯科
的一家俄罗斯茶馆。品茶赏
茶，以茶为媒，让他们的聚会
变得不寻常，因为他们的生活
多了一种绵延时空的茶韵。

在莫斯科国立经济信息
统计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毕业后，谢尔盖主要从事茶产
业等经营方面的工作；丽莎在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读硕士
研究生期间学的是艺术史专
业，对茶文化也有所涉猎。

谢尔盖介绍，长期的俄中
贸易，中国茶叶是必需品之
一。早在17世纪，贯穿中国
南北、直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万里茶道，是一条长达1.3万
公里的重要国际商道。历久
弥新的万里茶道，至今仍赋予
友好交往的现实意义，在跨文
化对话中发挥重要纽带作用。

考虑到很多俄罗斯人的
饮茶爱好，谢尔盖和丽莎开了
一家茶馆，经营达 10 年之
久。这为丽莎平添了学习动
力。业余时间，她阅读了大量
有关中国茶的文献资料，包括
茶的种植、采摘、制作、冲泡
等，并认真做了笔记。

“在学习中国茶文化的过
程中，我们产生了到中国实地
考察的想法。”丽莎回忆道，这
种想法，还在于俄罗斯人的饮
茶方式不一样，让她对中国各
地究竟如何饮茶有了几分好
奇。

不少俄罗斯人饮茶时，不
像中国人喝原味的茶，而是习
惯于往茶汤里加入甜品、牛奶
等，当地的一些茶馆自然也迎
合客人的这种消费偏好。

“中国是茶的故乡，很多
省份都产茶，各地的茶文化究
竟有什么异同？我们希望亲
身体验一下。”丽莎说，她与丈
夫还在俄罗斯生活期间，就对
中国茶的原产地状况及其文
化底蕴很感兴趣，充满了期待
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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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和丽莎在日常生活中乐于泡茶品茗。
受访者 提供

谢尔盖在三亚认真学习茶文化。 受访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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