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青浦区练塘镇东泖村， 提及沈

佳慧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

一名村干部、非遗传承人，她扎根基层十

余载，践行初心促发展；身为一名区人大

代表， 她积极建言献策， 潜心为民谋福

祉。 她曾被评为区三八红旗手， 入选全

国 2023 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当选青浦区六届人大代表后， 沈佳

慧一直密切关注美丽乡村发展， 充分发

挥代表的桥梁纽带、 示范引领作用， 主

动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建设

等工作中。 通过示范带动， 激发村民

“主人翁” 意识， 从“要我做” 到“我

要做”， 共建共治共享和美家园。

随着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

较快增长， 养老服务存在一些亟待重视

和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她深入

基层调研， 倾听群众心声， 积极向区人

大提交了 《关于鼓励农村独居老人集中

养老的建议》 并被采纳。 之后， 区民政

局研究出台了促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

政策措施 《青浦区“颐美乡村” 养老服

务提升计划》， 重点在村级层面强化多

功能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提供适合农村

养老习惯、 适应农村老年人实际需求的

集中照护服务和自治互助服务， 切实打

造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

离乡音、不离乡情”的颐美乡村。

“土布， 在过去是市郊农村最大众

化、 最实用的衣料， 是儿时记忆里绕不

开的话题。” 回顾往昔， 沈佳慧在一次

走访时， 来到该村的一位老奶奶家， 惊

喜见到传统织布机之余， 却得知因占地

方， 村民过段时间要把织布机处理掉。

顿感可惜的她， 便开始思考如何为传统

织布机找一个“家”。 了解到东泖村还

保留着传统的土布染织技艺， 她信心满

满地跟着家人、 村里老人学习织布、 染

布等传统技艺。

在她的努力下 ， 2021 年 8 月 ，

“土布染织技艺青浦区练塘镇东泖村传

习所” 在东泖村成立， 纺纱机、 织布机

有了新家， 传统土布也有了不少新产

品。 同时， 作为该传习所负责人， 沈佳

慧定期组织村民一起学习制作土布手工

艺品。 2022 年 11 月， 沈佳慧经推荐参

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

培训计划”， 这为她今后的传承推广工

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3 年， 在中国

邮政上海市青浦区分公司的邀约下， 沈

佳慧接到了来自“进博” 的订单。 2024

年 11 月， 进博会上， 她卖力“推销”

的非遗宝贝———土布“进宝” 走进了向

往已久的“更大市场”。 如今， 通过与

专业高校、 知名企业“联姻”， 融入巧

妙设计的旗袍、 大襟衣服、 中式装、

包、 布鞋、 玩偶等各种土布衍生品受到

市民们的青睐。 搭上乡村振兴和国潮文

化的快车道， 练塘土布也走进了练塘茭

白节、 进博会、 国际民俗礼品时尚创新

大赛、 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重要节

日、 活动和热门地标。 让土布生“花”

的同时， 沈佳慧也为这些非遗传承人找

到了新市场。

在密切代表与群众联系的生动实践

中， 她常常呼吁： “东泖村地域生态、

历史文化等资源丰富， 希望更多的‘能

人’ 能够返乡创业， 为家乡发展贡献力

量。” 为加快推动东泖村“美丽资源”

向“美丽经济” 转化， 走出一条文旅农

融合、 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新路， 她坚

持为乡村振兴“代言发声”， 提出了

《关于练塘镇东泖村打造长三角非遗村

的建议》。 同时， 她带领团队结合 《中

小学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 打造乡村游学体验基地， 为乡村

振兴、 文化赋能进行探索实践， 努力让

村民有更多获得感。

沈佳慧：为民服务谋发展，乡村振兴显担当
代表风采

□ 青浦人大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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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咖啡文化内涵 市人大代表提出五大对策

打造上海“世界咖啡之都”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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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咖啡不仅是饮品， 更是文化交流

的载体。 上海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咖啡

之都’， 必须深挖文化属性， 让咖啡与

城市精神共鸣。” 市人大代表侯丹华提

交的代表建议， 直指上海咖啡产业发展

的核心命题。 这份建议的背后， 是一组

令人瞩目的数据： 上海以 9500 多家咖

啡馆位居全球城市首位， 日均咖啡消耗

量近 200 万杯， 外卖渠道年消费量达

1.6 亿杯。 然而， 这座“咖啡之城” 在

高速扩张中， 也面临着文化底蕴不足、

品牌特色模糊等挑战。

“舶来文化”的本土化困境：

如何让咖啡讲好上海故事

“上海的咖啡文化仍停留在‘舶来

品’ 阶段， 缺乏与城市气质的深度融

合。” 侯丹华在建议中坦言。 尽管咖啡

早已融入市民生活———南京路的复古咖

啡馆、 武康路的网红打卡店、 永康路

500 米内聚集的 15 家咖啡馆， 构成了

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但大多数消费

者仍将咖啡视为“提神饮料” 或“奶茶

替代品”。 《2024 年上海咖啡市场调研

报告》 显示， 27.4%的消费者首选国产

连锁平价咖啡店， 低价竞争导致咖啡

“奶茶化” 趋势加剧。 “9.9 元的咖啡固

然吸引流量， 但长期来看， 会削弱消费

者对咖啡文化价值的认同。” 侯丹华指

出。

与此同时， 上海缺乏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本土咖啡品牌。 尽管外卖渠道贡献

了年均 6.5 杯的人均消费量， 但连锁品

牌占据主导地位， 独立咖啡馆难以形成

规模效应。 “一杯好咖啡需要从选豆、

烘焙到冲泡的全流程匠心， 这恰恰是连

锁店的短板。” 侯丹华认为， 培育本土

龙头品牌是破局关键。 她特别提到上海

老牌西餐厅的历史底蕴： “1853 年开

业的‘老德记西餐馆’ 曾引领沪上西餐

风潮， 黄油咖啡等经典配方至今仍有借

鉴意义。 扶持老字号拓展分店， 既能传

承技艺， 也能打造‘海派咖啡’ 的独特

标识。”

从“流量”到“留量”：

文化赋能产业链升级

如何让咖啡产业从“规模扩张” 转

向“品质跃升”？ 侯丹华提出五大对策：

培育本土品牌、 普及文化内涵、 推动

“咖啡 +” 联动、 引入非洲原味咖啡、

建立专业培训体系。

对此， 市委宣传部在对人大代表的

答复中表示， “咖啡 + 文旅商体展”

将成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核心脉

络。 2025 年第五届文化节计划联合 16

个区打造百个特色场景， 通过跨界策

展、 数字消费等形式， 呈现“全球咖啡

文化版图中的上海样本”。 市委宣传部

表示， 文化节不仅要拉动消费， 更要传

递城市温度。 比如面向城市建设者， 开

展“美好爱‘啡行’ ———新时代城市建

设者管理者沪上人文行走活动”， 邀请

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参观公共

文化场馆和观看文化演出， 为环卫工

人、 外卖人员、 快递人员、 交警辅警等

送上公益咖啡。 面向关爱人群， 推动市

技师协会咖啡专业委员会提供“残疾人

技能培训” 服务， 为残疾人士提供咖啡

免单权益。

在产业链层面， 上海正加速构建高

能级平台。 虹桥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将整合咖啡豆进口、 仓储、 分拨等全

链条服务， 强化上海作为全球咖啡贸易

枢纽的地位。

咖啡师认证与产教融合：

筑牢人才基石

“咖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

侯丹华代表强调， 上海需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咖啡师培训体系。 SCA （精品咖啡

协会） 认证成为行业标准， 其课程涵盖

咖啡豆种植、 烘焙、 萃取全流程， 初级

咖啡师月薪达 4000—6000 元， 高级咖

啡师可达 8000—12000 元。

上海积极推动高校开设咖啡专业。

上海卢米家居有限公司与职业院校合

作， 将 SCA 认证纳入课程体系； 云南

农业大学开设全国首个本科咖啡专业，

为产业输送“科班人才”。 “我们鼓励

‘咖啡 + 教育’ 模式， 让年轻人既懂咖

啡技艺， 又懂文化营销。” 市教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瑞金二路的一家精品咖啡馆， 咖

啡师小李展示着拉花技艺： “我通过

SCA 中级认证后， 不仅提升了制作水

平， 更学会了用咖啡讲述文化故事。”

这种人才成长路径， 正是上海咖啡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原味”与“创新”交融：

构建海派咖啡文化新生态

“非洲是咖啡的起源地， 上海应引

入更多原生态的咖啡文化， 丰富市场供

给。” 侯丹华建议借力“一带一路” 合

作， 引进非洲传统日晒法处理的咖啡

豆、 陶壶煮制工艺等， 为消费者提供多

元选择。

本土创新同样不可或缺。 一些咖啡

馆将龙井茶、 桂花酿等江南元素融入咖

啡， 推出“茶咖” “黄酒拿铁” 等创意

饮品； 外滩某品牌与非遗传承人合作，

以咖啡渣制作海派剪纸艺术杯垫， 实现

文化跨界。 “上海咖啡产业的未来， 在

于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品牌硬实力。”

侯丹华总结道。

咖啡文化已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

部分。 从永康路的市井烟火到陆家嘴的

摩登风情， 从外卖骑手手中的便携杯到

独立咖啡馆里的手冲仪式， 咖啡正以千

姿百态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 可以想

见， 当“海派咖啡” 真正形成品牌效应

时， 上海将不仅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

市， 更将成为世界咖啡文化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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