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82024年10月1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蔡佳倩 美编：许丽 检校：叶健升 徐伟东

看
海
南

一
方
乡
土

育好一棵咖啡种苗

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
研究所（以下简称香饮所）三楼的办公
室，记者见到了从事咖啡栽培研究的
张昂，他所在的咖啡研究中心有团队
20人左右，围绕咖啡种质资源创制、高
效栽培技术、绿色病虫害防控和高质
精深加工等方面展开研究。

2020年，张昂从河南大学博士毕
业后入职香饮所，作为所里年轻一代
的科研人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怎么
让咖啡苗生长得更好”。

“咖啡的经济寿命有25年左右，在
此期间，其根系自毒物质积累可能导
致植株衰弱或死亡，引起连作障碍，阻
碍咖啡种植园的更新。”张昂说。

在这之前，同事们便已经实践出
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施有机肥和微生
物菌剂，通过改良土壤微生物功能，加
速自毒物质代谢，减缓连作障碍；二是
通过异源双根靠接技术增强咖啡植株
对连作土壤的耐受性。

张昂在做的是第三个办法——农
林复合种植。

研究团队经过大量时间的调研全
岛四大咖啡主产区，发现了槟榔林下
咖啡生长旺盛这一现象，在兴隆区域
的橡胶林、槟榔林以及椰子林的三种
林下种植中，槟榔林里的咖啡种植效
果最好。

“我们解析了槟榔和咖啡根系分
泌物，找到了一些槟榔的特异性物质，
证明它能促进咖啡幼苗的生长。”张昂
表示，如果用了改良的办法种植咖啡，
只需在咖啡园里种植一些槟榔，能大
大缓解连作障碍。

“我的梦想，是通过帮助农户增收
致富，把咖啡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张
昂说。

炒好一份咖啡生豆

一杯可口的咖啡饮品离不开一份
优质的咖啡豆原料。

9月25日，记者去了一趟隆苑咖啡
庄园——这里是一座集咖啡种植、加
工、休闲体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咖啡
王国。喝了一会咖啡后，等来了隆苑的
主理人曾威儒和康力咖啡厂的陈思颖。

这两位同龄的90后都继承了家族
的咖啡产业，并掌握咖啡的焙炒手艺，
不同的地方在于，曾威儒使用的是烘
焙机，陈思颖则是柴火手工炒制。

“烘焙机的优点是稳定安全，可以
控制数据，比如整体时间长短、烘焙曲
线和烘焙度等。”曾威儒说。

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陈思颖，则拥有
从爷爷一辈继承下来的独门绝技，“手
工焙炒虽然火候难掌控，但炒制的咖啡
会散发一股独特的香味。”陈思颖说。

曾威儒大学读的是食品营养专
业，“出岛去江苏上学那天，老爸带我
去了一趟周总理的故居。”在那里，曾
威儒看到了周总理在兴隆的照片，“身
处异乡却看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是
很了不起的事情。”自那起，曾威儒开
启了他的咖啡之旅。

而陈思颖的爷爷陈卓明是兴隆第
一代焙炒师，退休后创建了康力咖啡
厂。陈思颖毕业后，接过爷爷的担子，
和家人一起经营着这个小厂子，兴隆
美食街的许多咖啡店，用的便是她家
的咖啡豆。

如今的曾威儒把内地的标准带回
了兴隆，带领着隆苑努力打造精品咖
啡，在传承兴隆咖啡的同时，也在尝试
去做一些创新。

做好一杯咖啡饮品

在兴隆这座小镇里，还分布着大
大小小200多家咖啡店，各具特色。

去往兴隆知名景点之一——巴厘村的
路上，记者路过了一家新开不久的咖
啡小店——南洋咖啡，遇到了咖啡师
詹媛。

2024年第二届海南虹吸壶技能
赛，詹媛摘得桂冠。

海南罗布斯塔咖啡最适合使用虹
吸壶进行冲煮，通过虹吸壶冲煮能最
充分地展现海南咖啡的独特风味。

“从高温到低温，咖啡的平衡度处
理得很好，尾韵让人感到愉悦。”评委
之一的知名咖啡人张宇恩对詹媛的冲
煮技艺如此评价。

走进南洋咖啡店，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精致整洁的小花园，夕阳透过落
地窗的纱帘洒进屋内，客人在惬意地喝
下午茶，詹媛在工作间不时忙碌着。

詹媛今年25岁，爷爷奶奶是上世
纪50年代从印尼归来的华侨。自有记
忆起，她的家里每天都会飘着咖啡的
香气。

“小时候，我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品尝以后觉得苦，无法接受，奶奶就加
了奶……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喝兴
隆咖啡。”

从小时起，詹媛便梦想着长大后，要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大学毕业回
家后，她去咖啡社练习冲咖啡、提口味，
工作之余还通过赛事来历练自己。

“她对咖啡冲泡有自己的理解，只
用了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做出的咖
啡饮品让许多老咖啡师都自愧不如。”
店内的常客陈先哲说。

开了自己的咖啡店后，除了日常
冲制咖啡外，詹媛也负责门店产品的
研发。她创新性尝试了“果蔬+咖啡”
组合，制作具备水果营养和咖啡香味
的饮品，目前的斑斓生椰冰咖和榴莲
果泥生椰咖啡便是门店主打产品。

詹媛说，用心做好每一杯咖啡，让
兴隆的咖啡文化通过客人的口碑推广
得更远。

兴隆小镇
有群“咖啡青年”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一家“众人来开”的书店

于闹中取静，诗人书店并不难寻，
门头倒格外显眼。

人群熙攘的农贸市场街巷里，一
间青砖白墙的瓦房便是诗人书店，木
色门窗敞亮通透，门头几盆蓬勃的绿
植自在生长，长椅旁的墙上，落着几句
小岛的诗。

开一家书店，是小岛十八岁时的
愿望。小岛是土生土长的陵水青年，
毕业后，他曾环游了二十多个国家，用
诗歌记录着旅途和成长，也在诗中恋
念着故乡，自由且坚定。2016年，小岛
的第一本诗集《鱼在海的眼睛里停留》
出版。

在写作中，小岛保持着对文字的
忠诚，和对自己的真切。旅居世界后，
他萌生出了回到家乡陵水，开一家独
立书店的想法。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选址、设计、装修，到选书、运营，小
岛亲力亲为，“做一件事情要有诚意，
对待诗歌如此，开书店也是。”小岛说，
一张张照片定格下书店的从零开始。

2023年4月，诗人书店在中心农
贸市场的烟火气中开业。

书店里，一整墙木制书架上摆满
了整齐分类的书，大多是小岛精心挑
选的，还有书友赠送的书籍，以文学、
艺术类书籍为主，以及心理学、科普类
等图书，还有珍贵的作家签名版区
域。为了满足周边孩子的阅读需求，

书架一格还摆上了丰富的儿童读物。
书架选品会持续上新。

书店有两个窗户，一个面对菜市
场，一个背靠居民屋，坐在窗边阅读的
间隙，抬头便能瞧见简单而真实的生
活，袅袅蒸腾着活色生香。

“这也是一家‘众人来开’的书
店。”小岛说，诗人书店汇聚着书友们
的力量，有人来做义工，有人给书店推
荐书单，有人送来茶叶和书籍。诗人
书店的书友十分“多元”，有社交媒体
上被吸引特地来“打卡”的外地朋友、
返乡的大学生，也有周边的村民、来写
作业的乡村儿童……

每个月的15日，是小岛和书友们
最期待的日子。这是诗人书店一月一
次的公益性质的陵水读书会，书友们

带着水果、小吃，团聚在书店里，分享、
聆听着彼此的阅读心得和感悟，与不
同的人和书相遇。

一盏点亮小岛的灯

“在一件件小事中，我找到了投入
去做的‘意义’，不仅服务了众人，也在
实践中感受到了脚踏实地的自己。”在
完成诗人书店“一日义工”后，书友初
心写下了一段感悟。体验义工的时间
里，她给农贸市场洗手间摆上了洗手
液，贴上手写标语，还为书店制作了智
能化报名表单。

在诗人书店，许多书友们会报名
一日书店义工，除了进行书店的日常
维护，大家还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定制

义工内容，有人开起了儿童读书会，有
人为书店拍摄创意影像，在闲暇时阅
读，写下自己的义工日记。

诗人书店就像是陵水的一座文艺
灯塔，不仅点亮着书友们的心灵，也用
自己的力量点亮着这座城。书店发起
了点亮海南的系列公益活动，书友们
读书之余，会到海边开展净滩活动、公
益书法课等。

假期里，常常有周边的孩子来书
店阅读图书，或是写作业、描字帖，小
岛也成为了他们的“大朋友”。“孩子们
的童年需要一个沉浸的阅读空间，带
去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孩子们点
滴的进步都被小岛看在眼里，他希望
书店能够陪伴着陵水青少年成长。

除了写诗、开书店，小岛还是许多
孩子的诗歌老师。作为点亮海南系列
公益活动的重要部分，小岛诗歌课从
陵水出发，走到了多个市县，走进了多
个校园，优先服务小学生，小岛从一个
诗人的角度分享诗歌灵感、诗歌写作、
诗歌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利用他的经
历和文字给孩子们分享诗歌的力量。

开店以来，小岛习惯了几乎每天
更新着诗人手记，记录当下在书店遇
见的人，观察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心心
相印的小故事，感悟并表达。他写下：

“诗人书店还在原地，陪伴读书人在人
间烟火里见心、见情，陵河的水朝着大
海流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与每一个
人同在。”

兴隆，一个以咖啡闻名的小镇，不仅孕育了咖啡的芬芳，更孕育了一
群对咖啡充满热情的青年。他们或在田间地头精心培育咖啡苗，或在烘
焙间里细心炒制咖啡豆，或在咖啡店里用心调制每一杯咖啡，他们的故
事，是兴隆咖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写照。

而陵水的诗人书店，则是另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书店的创始人小
岛，一个90后青年诗人，用他的诗歌和书店，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栖
息地。在这里，诗歌不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更是心灵的抚慰和生活的映
照；书店不仅是书籍的聚集地，更是文化交流的平台，是社区服务的场所。

咖啡的香醇与诗歌的韵味，共同构成了海南独特的文化氛围。兴隆
的青年们在咖啡的世界里探索与奋斗，陵水的书友们在诗歌的海洋里遨
游与沉思。他们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海南文化的无限可能。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近日，海南首部以文旅推介为内
核的网络短剧——《大宋顶流苏东坡
穿越之海岛BUS觅食记》（以下简称
《东坡BUS觅食记》）在海口开机。该

剧将通过当下流行的穿
越故事，带领观众开启一
场跨越时空、融合古今的
文化与美食探索之旅。

在开机仪式上，该剧
导演兼特别出演“宋代文豪”苏东坡
的刘一辰，携手女主角吴非凡的扮演
者——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旅文中心
文旅推荐官吴凡亮相。据了解，《东
坡BUS觅食记》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
一段跨越千年的奇缘。在现代职场
的快节奏中，文旅节目主持人吴非凡
偶遇穿越而来的苏东坡，两人携手踏
上“东坡BUS”，穿梭于海南的青山绿
水间，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文化宝
藏与地道美食，让观众在欢笑与感动
中领略海南的自然风光、历史底蕴与
人文情怀。

吴凡谈及角色时表示，“能够饰
演非凡这一角色，我感到无比荣幸。
她不仅是我工作的缩影，更是连接海
南与世界的桥梁。我将全力以赴，用
心演绎，将海南的文旅魅力传递给每
一位观众。”刘一辰则说：“苏东坡的
才情与人生哲学深深吸引着我。我
希望通过我的演绎，让观众感受到北
宋文化的魅力，同时体会东坡先生

‘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
他对海南这片土地的深厚喜爱之
情。”

据悉，该短剧是海南省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为配合2024第二届东
坡美食文化荟的举办而策划出品的
东坡佳作。海南旅投相关负责人表
示，《东坡BUS觅食记》不仅是海南文
旅领域的一次勇敢探索与创新实践，
更是海南旅投文旅赛道的精心呈现。

短剧中，海南旅投以海南最具代
表性的景区、酒店、诱人美食以及独
具特色的交通元素——老爸茶·海口
巴士为落脚点，以细腻入微的镜头语
言，勾勒出海南无限文旅风情与独特
韵味。海南旅投期待《东坡BUS觅食
记》能够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引领
一股新的海南文旅热潮，为海南文旅
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灵感
创意。

该剧出品人亚特影视董事长马
源徽表示，希望利用海南岛得天独厚
的天然影棚优势以及政府的政策支
持，通过联合投资的方式吸引更多的
剧组来到海南岛进行拍摄，更好地宣
传和推广海南。他们还计划在未来
启动多语种、多主题内容的“出海”计
划，致力于在国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
输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陵水诗人书店

在这里，见书见心见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迎春

黛木瓦、白
砖墙，潜隐在烟
火闹市中的诗
意，活色生香。
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中
心农贸市场后
门，坐落着这样
一间独立书店
——诗人书店。

“我的精神
世界里有一座
岛，希望人人都
能登岛。”书店
的创始人是90
后青年诗人小
岛。在诗人书
店，推门即登
岛，这里吸引着
天南海北的书
友们，不仅是城
市文化公共空
间，也是一所心
灵家园，存放着
众人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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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首部以文旅推介
为内核的网络短剧

《东坡BUS觅食
记》开机

这一阵兴
隆格外热闹，举
办了不少活动：
2024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海南
庆 祝 活 动 、
2024年海南咖
啡消费月、第二
届海南虹吸壶
技能赛、第三届
“万宁工会杯”
兴隆罗布斯塔
咖啡烘焙技能
大赛……从咖
啡产业推介会
到潮流生活集
市，从咖啡赛事
到产业考察行、
文化体验，对于
咖啡爱好者而
言，是不容错过
的享受。

近日，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
者来到兴隆，和
一群“咖啡青
年”相遇，倾听
他们与兴隆咖
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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