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消费升级的脚步，商
家们也围绕着独立咖啡馆这种新
业态，念起了新的生意经。

在今天的株洲，周末或午后，
更多人选择带着笔记本电脑走进
咖啡馆，咖啡文化也从“速溶时
代”进入“现磨时代”，同时带动着

“咖啡+”经济的发展。
在天元区海诚路，满仁军将

咖啡馆从“屋顶”搬到了临街门
店，取名“隐in_coffee”。

2013 年，满仁军从上海回株
洲创业，在小区楼顶创办了“屋顶
咖啡”，成为彼时株洲为数不多的
咖啡馆。今年6月底，他将咖啡与
潮牌服饰进行了巧妙结合，试图
打造出与以往不同的消费体验。

适宜的空调温度，恰到好处
的背景音乐，比例适当的桌椅高
度，随处可见的电源插座，错落精
致的空间布置……满仁军准确把
握了消费市场，开业不到三个多

月，“隐 in_coffee”就成为大众点
评上株洲咖啡厅热门榜第二名。

在“小麦咖啡”，王璜会不定
期 更 新 书 柜 上 的 书 ，供 咖 友 翻
阅。也有不少顾客会带着笔记
本、书，点上一杯咖啡，在这里度
过一个下午。

“我把这当成自习室了。”正
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肖然告诉记
者，虽然家里环境好，但在咖啡馆
看书更有状态。

记者走访发现，咖啡+咖啡
豆、咖啡+面包、咖啡+鲜花等复合
业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样的
消费氛围出现并非巧合，而是来
自商家的用心营造。

“品牌的调性或形象是否年
轻化，是我日常选择咖啡品牌的
衡量因素之一。”咖啡爱好者罗女
士说，“有时候觉得一些咖啡品牌
是比较适合商务人士，我还是更
倾向于选择年轻、新潮点的咖啡，

某种程度上也是身份认同感的获
得。”

安妮宝贝曾写过一篇关于星
巴克的爱情小说，女主每天坐在
固定的位置，心猿意马地炫耀自
己手中被翻得泛黄的书和笔记
本，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精致
品位。她成功地引起了一位俊俏
的、穿白衬衫系着绿围裙的星巴
克咖啡师的注意。在郭敬明的

《小时代》中，主角同样嗜星巴克
咖啡如命。

咖啡馆的兴起，为人们提供
了新的社交场景，这是城市化孕
育的新消费热点。“工作场合和家
庭之外，咖啡馆正试图为消费者
打造一个弥漫着咖啡香的‘第三
空间’。”一位正打算进军咖啡市
场的创业者说，株洲的咖啡市场
历经多年，也逐渐突破白领圈层，
从社交场景中扩散，开始走向大
众化，成为日常饮品。

建设北路千金电影院旁的一
个拐角，往里走到巷子尾，有个

“小麦咖啡”。2012 年诞生时，是
这条街上唯一一家独立咖啡馆。
刚开始时人迹寥寥，如今它每天
会迎来一拨又一拨的新老顾客。

在嵩山路路口，“等待莫奈”低
调隐居在此。“画家莫奈最爱咖啡，
画画时喜欢喝咖啡来激发创作灵
感。”该店创始人曾向记者介绍，

“等待莫奈”，意味着等待与每一位
热爱咖啡与艺术生活的人相遇。

在城区某企业上班的罗女士在
同事眼中，颇有“小资”气息。“以前既
能喝咖啡、又能休闲小憩的文艺咖
啡馆其实并不多，以星巴克、等待莫
奈这几家为主，选择性较少。”这几
年，罗女士明显觉得株洲咖啡品牌
逐渐多元化，各类精品咖啡馆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来，她说：“每出现一
家新店，就会和朋友去打卡品尝。”

记者采访发现，2012年底，株
洲的第一家星巴克在天虹商场开
业，之后太平洋、漫咖啡、瑞幸等

连锁咖啡品牌相继进入株洲，伴
随而来，株洲一批批独立咖啡馆
也悄然诞生，并逐渐拓宽了咖啡
的消费场景。记者在大众点评上
搜索“咖啡”发现，株洲已有近百
家与咖啡相关的商家。

和星巴克、瑞幸这样的一线
品牌相比，株洲本土市场的一些
小众咖啡店资金不够雄厚、品牌
不够响亮，但不少这类咖啡店的

老板表示，“我们不拼品牌，只拼
质量和特色。”

“小麦咖啡”老板王璜认为，
小型咖啡馆讲究味道，每一个咖
啡馆都有独具一格的特色。对他
来说，“好的产品，才是与顾客建
立起最好的黏合剂。”

也有咖啡馆老板表示，“价格实
惠是我们这些小型咖啡馆的优势，
星巴克或许会显得更加商业化。”

株洲咖啡消费在
文/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芳

咖啡品牌多元化

“咖啡+”经济火热

呼呼的北风吹着，走进一家咖啡馆，点
上一杯热咖啡，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刚需”。

连日来，记者走访株洲街头，不管是
在热闹的商圈，还是文艺气息浓厚的小
巷，随处可见一间间独具特色咖啡馆。
咖啡消费群体也在逐渐壮大，并成为年
青一代社交的热门选择。

有数据佐证，咖啡市场在增长。根
据伦敦国际咖啡组织数据显示，我国咖
啡消费年均增速达 15%，远高于 2%的世
界增速。到 2025 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
预计将达1万亿元的规模。

咖啡，正在走向流行

1996 年出生的欣欣，每个工作日的
咖啡路径是这样的：早晨出门上出租车，
打开瑞幸小程序下单一杯美式咖啡，二
十多分钟后，到公司楼下的瑞幸门店直
接拎走咖啡，随后开启一天的工作。

而白领刘静怡发现公司楼下有一间
面积不大，但口感非常好的小众咖啡店
后，她不自觉地变成了咖啡爱好者，“每
天早上路过看到门店就想买一杯，后来
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竟然每天都需要买
上一杯，有时候忘了还会特意从办公室
下来购买。”

如果说以前喝咖啡是为了“赶时髦”
和“仪式感”，那如今咖啡早就变成了日
常生活需求，伴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更多人已经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咖啡产生
了依赖。

《中国现磨咖啡行业白皮书2021》中
提到：目前中国咖啡消费者主要以年龄
在 20 岁至 40 岁间的一二线城市白领为
主，已养成饮用咖啡习惯的消费者，每年
人均喝下去的咖啡有300多杯。这个数
据与美国、韩国、日本等成熟的咖啡消费
市场人均咖啡消费持平。

这其中女性占比达 60%至 70%，她
们注重生活品质，有一定的购买力，喜欢
尝试新鲜事物，对商品颜值也有一定的
追求。

记者在黄河路口随机采访了 20 位
市民，其中有 12 位市民表示喝过咖啡，
其中有8位表示喜欢喝咖啡。越来越多
人爱喝咖啡，除了能唤醒活力、快速“回
血”，成为打工人的能量补给外，喝咖啡
也能成为小众的仪式感消费。

记者采访发现，单一的咖啡已经不
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有独特卖点的咖
啡产品，才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比如瑞幸的“生椰拿铁”经常售罄，各种
燕麦、椰青、气泡水口味等创意咖啡渐渐
成为各家标配，既拼口味、又拼颜值，让
咖啡爱好者们直呼喝不够。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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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仁军正在为客人制作咖啡。

▲咖啡已成为年轻上班族的“续命神器”。

▲咖啡+潮牌服饰，营造出不同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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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校为导体，以意法为桥梁，对接株洲
千亿产业集群，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为区域
经济和地方产业服务提供新生力量！10月18
日，市职工大学成功举办意法时尚学院揭牌仪
式暨意法班开班仪式。意法时尚学院是由株
洲市职工大学和株洲意法时尚中心联合创办，
是校企深度合作模式的又一标杆。

市职工大学校长唐红敏与株洲意法时尚
中心总经理陈国强共同揭牌，并宣布意法时尚
学院成立。

市职工大学校长唐红敏致欢迎词，她表
示，走校企合作之路，是市职工大学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途

径，学校今后将持续采取开放办学的模式，坚
定不移的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

仪式的顺利举行，是推动市职工大学校
企融合的重要一步。学校将坚持立德树人，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职场需求为导向，以培
养学生专业能力、提升职业素养为重点，以产
教融合，整合资源，互补优势为途径，坚持紧
跟产业发展需要，紧跟学科建设需要，紧跟教
育技术发展，紧跟教育对象变化，大力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技术型专业人才，为产业发展
和地方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力、智力资
源支撑。

（图/文 通讯员 肖声忠 谭延喜） ▲唐红敏校长、陈国强总经理共同揭牌

市职工大学成功举办
意法时尚学院揭牌仪式暨意法班开班仪式

进入美容行业前，成翠娥也是一名文
艺青年，因为爱美的天性，她一直对美容
行业情有独钟。1998 年，她从宁乡来到株
洲，第一份职业是在解放街从事婚纱摄
影。随后，她又进入芦淞市场群，从事档
口服装批发。

“刚到株洲创业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晚
上失眠，如何创业，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
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只有不停地学习，
学美容、学化妆、学纹绣。”成翠娥说。

2013 年，她决定自己开美容院。为了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店，她跑了很多小
区，对周围人口和商圈做细致调查，最终找
到了一个不错的店址。

万事开头难，开店初期，她面临很多挑
战，装修房子、培训美容师，凭着一股不服输
的精神，她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美容院逐步

走上了正轨。
成翠娥一直把店里的员工当成自己的

姐妹，只要大家愿意学，她就愿意送她们去
全国各地学习深造。美容店现在有十几名
员工，其中有几名员工是成翠娥亲自招来的
下岗女工。

“下岗不可怕，主要是自己得勇敢面
对。”成翠娥告诉记者，为了帮助下岗女职工
实现就业，她接下来还有意与街道联合开办
美容培训学校，将社区里需要参加培训的困
难女性召集起来，教授姐妹们美容技能。

结束采访前，记者问：当今女性应如何
摆脱自身的枷锁？

成翠娥思考后说：女性一定要坚持自己
的信念，别被困难吓倒。不要怕失败，要多
努力，闯出自己的新天地。

她的语气，坚定而诚恳。

她把美容店开成“心灵驿站”
想帮助更多的困难女性实现就业梦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宁翔

1998年，23岁的宁乡妹子成翠娥独自来到株洲，从婚纱摄影干起，如
今的她，拥有两家实体美容店。美容店开在居民区里，充满人情味，周边
街坊闲暇时都喜欢过来坐一坐，聊聊天。门店俨然变成了小区街坊的“心
灵驿站”。

成翠娥的店位于芦淞
区庆云街道碧玉花园小区
里，店名叫“米兰国际”。

“米兰花的花语是‘有
爱，生命就会开花’。意思
就是即便花小又能如何，
即便色淡又能如何，依旧
能展现生命的含义——
爱。”成翠娥告诉记者，她
希望自己的店就像花语所
描述的一样，是一个传递
爱的地方。

走进店内，可以看到
这样一面墙，上面贴满了
顾客的留言。店员告诉记
者，开设留言墙，顾客就有
了记录心情的地方。有着
类似留言墙的店铺不少，但
难得的是，成翠娥记得这些
留言的主人，她随口就能讲
上很多背后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一对年

轻夫妻写下的，妻子是全
职太太，感觉人生没有任
何色彩。有一天，她本只
是歇歇脚，没想到一聊就
聊开了，待了两个小时才
走，离开的时候抹干净眼
泪对我说，成姐，谢谢你劝
我，我会认真想问题。”“这
张是一位 65 岁的大姐留
下来的，她退休后独居在
碧玉花园小区，每次来我
这，都跟我们说起儿子儿
媳如何孝顺。还有这张，
是一位失恋的顾客记录下
来的留言……”

说到留言墙，成翠娥
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
很乐意将小店里发生的故
事跟记者分享。她说，做
美容行业，不仅是对皮肤
进行“排毒”，精神也需要

“排毒”。

细数起与碧玉花园小
区居民之间的点滴故事，
成翠娥脸上洋溢着笑容，
她很珍惜生活中这些小确
幸。闲暇时，她也喜欢把
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美容店面积不算大，
收入也不算高，但成翠娥
却乐在其中。“从年轻女孩
到老太太，小区的居民都
愿意到我这里来歇歇脚，
聊聊天，再把心底的不愉
快倾诉出来，大家带着故
事走进来，然后带着微笑
走出店子，这让她感觉到
幸福。”成翠娥说。

“我感觉现在社会陌
生人之间有距离，缺少关
爱和信任，从自己做起，多
给别人一点温暖，自己也

能收获快乐。”成翠娥说
道。

平时不管是谁前来光
顾，成翠娥都会附赠一些
小零食。有时遇到陌生人
上门求助，她也乐于伸出
援手。去年疫情期间，在
实体店遭受重创的背景
下，她依旧带领店员们为
抗疫捐款。

成翠娥觉得，很多看
似小小的善行能给别人带
去温暖。抱着善意对待每
个人，就算日子平淡但也
要认真开心地过好每一
天，这是她的生活信念。

好口碑、诚信经营，成
翠娥的事业再上新台阶。
目前，她已开设了两家美
容院。

▲成翠娥每天会记录发生在店里
的点滴。

▶成翠娥乐意招下岗姐妹，并传
授美容技能。

记者/杨凌凌 摄

是美容店也是“心灵驿站”

为抗疫捐款，让爱心传递

帮助下岗女工实现再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