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席文创茶咖馆与传统非遗

一、基本情况

仲一村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的西部，古林镇中部，南临甬金高速，西靠宁波市

绕城高速，段梅公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1526 亩，水稻、

蔺草等为主要作物，全村由 5个自然点前中郑、后郑、仲一绿苑、石家桥、石马

塘后虞耷组成。

村内有三处文物古迹，石马塘自然村内有羊府庙、西侧有一座尚书桥、东侧

有道家的青阳观。村内有 600 余户人家，是一个慢节奏生活的古村，我村工业发

展不多，主要以农业为主。

二、项目介绍

借由本次镇里大力支持蜃蛟农业片区农文旅发展，村里特意引进本村青年大

学生党员马玲玲，为仲一村探索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径，从而带动全村经济的发

展。通过她的团队设计理念，并报村里领导及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后把原仲一村

后元耷闲置的旧祠堂改建为文创茶咖馆。在原有建筑中引入展陈、会议、接待、

办公等功能，成为改造关注的重点。对祠堂外壳进行集中整治，将原本衰败的外

观焕然一新；馆内也是根据宋韵的主题进行软装，走进大厅入眼是绘有只此青绿

的浮雕吧台，顶上铺满云肩状油纸伞，相得益彰，行至宽大的宋韵屏风后两边各

有灯影题字印于古朴的砖墙之上，好一派缠绵蕴藉之景。

仲席文创茶咖馆外景



除了装修紧扣宋韵之题，茶咖馆还有盖碗和竹筒盛咖啡，采用老底子的南瓜

饼、乌米饭、灰汁团等传统中式点心；同时紧跟潮流设立红墙打卡，草坪露营，

再加入特色的屋顶咖啡。并运用电商思维在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紧跟潮流

冬季推出围炉煮茶，夏季化身围炉冰茶，不断的推陈出新，使得仲一村文创茶咖

馆热度不断攀升，带来流量的同时带动了同一条街上的点心店、餐饮店，甚至有

游客专程从广州、新疆等地前来打卡。

打卡点 1

打卡点 2



村里想通过她把家乡特有的非遗草席草编技艺与时尚的田园茶咖巧妙的相

结合，描给出一幅蔺草飘香的共富画卷，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更多人

走进仲一村，了解传承千年的草席草编技艺。

黄古林手工白麻筋草席草编作为我村的省级非遗项目，在工业时代的现今有

着巨大的传承考验，我村为传承草席草编非遗项目在不断摸索创新探寻如何与年

轻人更为契合；先后在 2015 年申请了宁波市草席草编非遗基地；与古林小学合

作，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草席如何从一根蔺草变成一张清凉的草席，也教给小朋友

草编的技艺；不断在各类场所进行展销展演；2022 年与大学合作将我村的草席

草编制品展销面向大学生等年轻群体。然而收效胜微，且因为各种原因村里现在

会草席草编技艺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多数年龄偏大，这一项技艺亟需传承、发展

和创新，需要靠像马玲玲这样的有志青年来带动发展。所以在建立茶咖馆的时候

专门设有一间百余平方米的非遗体验馆，不仅展示有各类蔺草制品，还在对门的

青砖墙上，题着醒目的“仲一草编共富工坊”的牌匾。

共富工访内景

三、具体成效

仲一村党总支在 2021 年设立了“仲一草编共富工坊”，与茶咖馆进行联动

打造草席草编体验研学基地，所以将共富工坊从原来的青阳馆挪移到仲席茶咖馆

中，为传承草席草编技艺，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邀请村里的非遗传承人来展示

草席的制作过程，可以给时间预算充足的家庭们进行手工草席的编织体验，感受

老底子手艺人们的智慧与辛劳。每逢节假日开展大型的蔺草编织体验科研学活动，



请黄古林草席编织记忆传承人给现场指导，通过村里及马玲玲团队的共同努力，

对接许多机构，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古林仲一村草席草编的千年辉煌。

同时传授草编技艺，设有亲子、年轻人、小朋友体验草铃铛、扇子等的制作

研学体验。且在端午节等推出特色的草编香囊，由村民手工编织，自行调制香料

作为特色的手信出售给前来游玩的客人。

暑期研学

仲席茶咖馆还将当地农副产品包装成伴手礼，统一注册商标：仲一村，打响

村里的文化品牌。依托此前积累的口碑和人脉，现在平均每天有百余人光临，最

热闹的 时候，里里外外坐满了顾客，很多顾客还很有兴趣地打卡草编共富工坊，

在草编匠人的指导下，学习草编技艺。 而游客在喝茶、品咖啡、尝米食、学草

编技艺之余，还从附近码头登上乌篷船舟游古林，离开时选购伴手礼带回家。如

今茶咖馆每月从当地采购农产特产品金额超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10 人左右，带

动人均月增收约超 2000 元，可能后期还会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自已的村里一

起参与进来，希望他们发展的越来越好，带动仲一村经济文化，也希望把仲一村

非遗草编记忆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村里最终的目的。仲席文创茶咖馆把“乡村



记忆”变为“共富资源”，留住了乡愁，带来了活力，让仲一村未来可期。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玩团队

四、经验启示

仲席茶咖文创园现在已初见效益，且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逐渐完善一条龙文

旅项目。同时在多平台和新媒体的作用下，持续吸引青年游客来往。在茶咖园基

础上我村同时进行兰园建设，参考绍兴棠棣村的兰花养殖共富工坊我村打造了古

韵的兰园展览馆，可吸纳待业村民种植兰花进行新媒体平台等网络销售，也可以

吸引花卉爱好者前来观赏打卡增加流量。

古林镇仲一村 闻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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