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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耳机的年轻人抿了一口

咖啡，紧接着一头“钻进”热火朝

天的游戏界面里；穿着朴实的奶

奶牵着小孙女，在柜台前熟练地

下单了一杯鲜奶dirty；几名女孩

时而贴耳密聊，时而放声大笑，谈

论着单位里发生的乐事恼事……

下午两点半，一家开在湖滨北路

上的 Instep社区咖啡店人头攒

动。“店里来光顾的60%都是熟

客，大家把咖啡店当成一个‘透口

气’的地方。在每天的下午茶时

段，大家在店里一边喝咖啡，一边

做自己的事情。”Instep社区咖啡

店主理人Nick（化名）告诉记者。

近年来，除了大家熟悉的星

巴克、Costa、瑞幸等连锁咖啡店

外，厦门涌现了越来越多社区咖

啡店，深受年轻人喜爱。那么，社

区咖啡店与连锁咖啡店有什么不

同？为什么这么多社区咖啡店选

址在厦门？消费人群选择社区咖

啡店的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思明区、湖里

区的多家社区咖啡店、连锁咖啡

店，一探究竟。

顾客 喜欢店里的人情味
走过石板路，店外的秋千映

入眼帘……近日，记者走进一家

位于思明区嘉莲街道的Monster

怪咖社区咖啡店时看到，架子上

整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咖啡

杯，白色的墙面与暖色调的灯光

相映成趣，衬托出店面温馨舒适

的氛围和环境，与户外郁郁葱葱

的植物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常年“打卡”各种咖啡店的市

民陈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频频

出现“有人情味”“无距离感”的描

述，以体现她对社区咖啡店的热

爱。正如陈女士所说，记者当日走

访的多数社区咖啡店里，人情味

和烟火气弥散在各个角落，除了

店员展现出的亲切外，店内装潢

也能让人很快放松下来。

“我喜欢去社区咖啡店，主要

是因为能尝到很多新奇的咖啡产

品。”从事设计行业的张女士经常

流连于松柏社区和莲花社区的多

家社区咖啡店，她认为社区咖啡

店的特调产品独具特色。“味蕾是

最好的反馈。”Nick说，他们每季

度都会更新菜单，根据顾客个性

化的反馈和需求，及时作出调整。

正因如此，不同社区咖啡店

的定价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大

众点评、饿了么、美团等App的

“社区咖啡店”搜索结果中，记者

发现，这些店的咖啡价格在 20

元-50元间不等，而连锁咖啡店

的价格浮动则较小。

店家 品质与环境是关键
据了解，一直以来，厦门都被

认为是全国咖啡店密度最高的城

市之一。饿了么平台发布的

《2022中国咖啡产业白皮书》显

示，厦门咖啡消费人群占比位居

全国第四，仅次于上海、杭州、北

京。“所以在厦门开咖啡店绝对有

人光顾。”网红社区咖啡店“lim

coffee”主理人吴先生与记者交

流选址心得时表示。

位于松柏社区的“转山咖

啡”，是一家开业十年的老牌咖啡

店，其顾客群体主要是社区居民

及熟客。店主李女士表示，现在社

区咖啡店越来越多，在市场竞争

激烈的环境中，社区咖啡店能否

存活受许多因素影响，“但保证咖

啡的品质与提供安静舒适的环

境，应该是其中的关键”。

2022年12月开业“Monster

怪咖公社”，也将咖啡的品质放在

了首位，所以刚开业百余天就拥

有了较稳定的消费群体。咖啡店

主理人薛先生介绍，除咖啡外，店

铺还为不喝咖啡的群体提供了花

茶套餐。在他看来，温馨的环境氛

围、严格把控的产品、与居民的互

动及联络是社区咖啡馆的经营优

势，“既然身处社区就要融入社

区，满足各种各样人群的需求”。

专家 建议店家找准定位
“厦门有天然适合咖啡店生

存的环境，现在人们也习惯放慢

生活节奏，爱去咖啡店，这无疑是

社区咖啡店的发展机遇。”厦门市

烘焙与咖啡协会创会副会长龚永

香告诉记者，不少年轻人把社区

咖啡店当成“会客厅”，以此来满

足社交、待客需求，同时也展现出

他们对精致生活的认同感。

龚永香认为，“持续盈利”是

摆在年轻创业者面前的最大挑

战。因为社区咖啡店往往是个体

经营，且选址在社区、小区内，受

众群体不如连锁咖啡店稳定，也

不如见福、罗森等新兴便利店的

价格实惠。“因此一家社区咖啡店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不可取代之

处，才能更好地在庞大的、迭代快

的咖啡市场中存活下来。”龚永香

坦言，继续追求多元化的产品体

系，或是社区咖啡店生存之道。

A3城市读本2023年4月6日 星期四
编辑：林炜 设计：李玲玲 校对：张铭革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晨报记者林爱玲

通讯员曾琴陈启斌

“潘大爷，您安心坐稳咯！”

“一二三，起！”近日，在思明区开

元街道坑内社区坑内路某居民

楼，4名身穿“开元近邻”志愿者红

马甲的社区工作人员和潘大爷的

弟弟一起协作，两人在前、三人在

后，一步一步地把右腿骨折的潘

大爷抬上了 7 楼。看着老伴被稳

稳当当地抬进家门，潘大爷的爱

人林丽环满心感激地说道：“我给

社区打了电话，几个小伙子就带

着轮椅来了，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咱们社区、党员干部是真的把老

百姓放在心上的。”

自从68岁的潘大爷于今年2

月摔倒骨折、住院治疗后，林丽环

就一直犯愁：“小区没有电梯，我

们还住在7楼。等老伴出院了，上

楼可怎么办噢？”3月初，思明区信

访局四级调研员黄冬坚与坑内社

区党委副书记黄丽卿开展“近邻·

思民”专项行动上门入户时，林阿

姨忍不住向他们诉说了这一情

况。黄冬坚和黄丽卿当场表示，只

要老人有需要，就组织志愿者帮

忙送上楼。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

的这一幕。

帮助老人上楼，事情虽小，折

射出的却是“远亲不如近邻”的

“近邻”文化在思明的社区里不断

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现实。社区

是居民群众所处时间最长的地

方，邻里关系的和谐程度是所在

社区人情味浓厚与否的重要体

现，也深刻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在创新社区发展治理

新模式的探索中，作为“近邻党

建”的发祥地，思明区将“近邻党

建”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动力内

核，用“大党建”激活“微治理”，着

力打基础、建机制、优服务、聚人

心，织牢社区“微”网格，打破壁

垒，呼吁共治共建共享，呼唤“邻

里守望”的温暖和谐的邻里关系

回归，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水平和

居民幸福感双提升。

如今在思明，有一种暖叫“远

亲不如近邻”，这背后不仅是思明

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更有

许多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的努力

与付出。去年起，思明区全面深入

开展“近邻·思民”专项活动，推动

落实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梳理

资源清单、问题清单、需求清单，为

精准服务奠定基础；制作社区网格

化手册，为网格员工作的开展提供

支撑。全区处级及以上党员干部、

年轻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在两轮“近

邻·思民”专项活动中共入户逾42

万户，解决了2515个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当“远亲不如近邻”为新型邻里关

系注入活力，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使命感和参与感都被由衷地激发

出来了。随着邻里守望的脉脉温情

自然流淌，良序善治的新风徐徐吹

拂，我们相信，人民向往的美好生

活将从梦想照进现实。

有一种暖，叫“远亲不如近邻”

在我们安居的城市里，巷道中的咖啡角、转角处的卤鸭店、居民楼下的小吃店……这些聚集人

间浓浓烟火气息的小店，因为藏着人们真正的生活，演绎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依然坚挺地存在，成

为我们这个城市最负市井味道的生活细胞。为此，我们特别开设“转角遇到温馨小店”栏目，走进社

区、走进街巷，探访这座城市各色各样的小店，讲述一个个努力拼搏、温润人心的百姓生活故事。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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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陌咖啡香 喝出人情味
厦门涌现越来越多社区咖啡店，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一家坐落于

思明区嘉莲街道的

社区咖啡店。

↑市民在某社

区咖啡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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