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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改造精提升

“对对，我们馆里现在有免费的章，您可以自带本，也可以在一楼文
创区购买专门的定制卡纸。”这个暑期，在集章活动的消息公布后，黄岩
博物馆的前台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到游客的问询电话。服务台前，有三
三两两结伴而来的大学生游客，也有带着孩子来参观的三口之家，大家
都对博物馆的集章活动很感兴趣。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是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积淀、展示
的空间，是城市文化特质的浓缩，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旅游
资源。而集章打卡，是现下很受博物馆景区游客喜爱的一种新型旅游方
式，让文史之旅多了一些趣味。通过集章的方式，能引起现代年轻人的
兴趣，让更多人“按章寻迹”，走进原本印象中沉闷乏味的博物馆，为传
统增加现代活力，为时尚增添文化厚度。这些博物馆文创章的章面大多
是通过富有艺术性的再创作，将博物馆藏品印章化。印章图案融入了更
高的美学欣赏价值，也拥有了文化与教育价值。

此次，黄岩博物馆共上新了8枚文创印章与3枚邮戳章，为暑期慕
名前来打卡的游客提供了“解锁”博物馆文化、对话历史的新方式。这样
的创新形式，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将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潮流生活
相结合，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黄岩博物馆本次推出
的章面纹样分别取自馆藏文物——北宋沙埠窑青瓷开光执壶、灵石寺
塔出土的线刻砖、南宋赵伯澐墓出土的练鹊纹穿花纹罗衫等……这些
印章不仅为宣传馆内藏品开拓了新途径，更为游客了解博物馆探索了
新方向。

现今，旅游业正处于迅速复苏与发展的时期，文化旅游也成为其中
的重要驱动力。博物馆景区化使得博物馆在文旅融合、产业融合等多方
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黄岩博物馆抓准时机，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为契机，实现现代潮流和传统文化相融合，让传统艺术展示新的魅
力。本次暑期档推出的集章活动，为市民假期游玩提供了好去处，让体
验更精致、服务更精心、运营更精细，提升了黄岩博物馆作为4A景区的
运营服务品质。

图文由黄岩博物馆提供

黄岩博物馆：
4A景区暑期迎“集章热”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8月12日晚，“循梦而行”陶梦独唱音乐会在黄岩区文体中心唱响。作为
台州市 2023市民艺术节、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系列活动之一，此次
演出由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台州市文学艺
术联合会联合主办。

80后歌手陶梦，黄岩人，现为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获黄岩区第一批
“新橘计划”文艺人才称号。

这是一场流淌古韵、经典与流行的演唱会。悠扬的钢琴声从黑白键跃然
而出，揭开演出帷幕。陶梦盛装出席，接连演唱两首歌曲《幽兰操》《钗头凤》，
带领观众欣赏高雅艺术的多元内涵。

转场，她又与大航海乐队默契配合，带来《Fly Me To The Moon》《海芋
恋》等多种风格的流行歌曲串烧。

三度登场，陶梦变换唱法演绎高难度民歌，其中包括几首台州原创歌
曲，有反映共同富裕主题的《幸福生活亮闪闪》，有展现家乡盛景的《魅力
台州》。作品由陈波、孔祥波等台州文艺家操刀，地方特色浓郁，引发观众
共鸣……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歌曲风格多变，全程采取现场伴奏形式，还
邀请了张立、周宇也两位青年唱将助演，赋予现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感受。

陶梦学习美声出身，后来向刘全来、孔祥波等名家潜心学习，对民歌和
通俗唱法均有涉猎。2021年，她作为民族组选手参加第五届台州市十大歌
手大赛，最终坐上冠军席位。同年，她又在台州市第二届原创流行音乐大赛
拿下演唱金奖。此外，她还在浙江省第九届群众声乐大赛等省级比赛中获优
异成绩。

相约秋天里的第一场音乐会

“循梦而行”陶梦独唱音乐会
在黄岩举行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周末，位于椒江区的市域铁路S1

线学院路站人来人往。在地下一层的
自动售票机旁，一组靠墙而立的彩色
书柜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原来，
这是台州市图书馆在 S1沿线打造的
和合e书吧。

何为“和合 e书吧”？台州市图书
馆业务办公室主任王军飞解释，这是
提供24小时全流程服务、融合智能设
施与数字虚拟空间为一体的新型公
共阅读体，集信阅图书柜、数字阅读
与旅游特色应用为一体，具有图书借
还、e 书借阅、云上约书、智慧游览、

“码上办证码上阅”等多种功能。
“简单来说，和合 e书吧就是智能

书柜+数字阅读+旅游服务+图书馆业
务自助办理。”王军飞表示，“我们在
市域铁路S1线15个站点全部打造了
和合 e书吧，这是全国首个城市轨道
阅读设施全覆盖案例，希望可以为市
民带来更加快捷与便利的‘点单式’
借阅体验。”

在王军飞的指导下，记者沉浸式
体验了一把和合 e书吧的借书、还书
功能，感受其为读者带来的便利。

操作简单

和合 e书吧功能多样，使用操作

却十分简单。
想要借阅和合 e书吧的图书，读

者首先需要办理一张台州市公共图
书馆的借书证。如未办理，也不用担
心，芝麻信用积分达到 550分即可选
择在支付宝上“免押金办理读者证”。

有了借书证，读者可以点击屏幕
中的“我要借书”，随后，书柜中的所
有图书都会显示在屏幕上，选择自己
喜欢的图书，点击“借阅”，根据提示
在感应区刷证件后，对应的书柜就会
打开。

“根据站点的大小，不同站点的
和合 e书吧分别有 120册或 240册实
体书，种类丰富，以畅销书为主。”王
军飞介绍。

如果书柜里没有你想要的书，怎
么办？

读者可以选择图书预约到柜服
务。只要在“台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点击“我的”，点击中间导航栏的

“书目检索”，搜索自己喜欢的书，点
击对应书目下的蓝色字体“预约到
柜”，选择投递到具体编号的和合 e书
吧。读者就可以在收到短信提醒后，
根据时间到达选定的和合 e书吧，点
击屏幕中间的“预约取书”，输入相关
信息获取图书。

在这里，还书也很方便。读者可
以点击屏幕中的“我要还书”，选择

“RFID 感应区还书”，并将图书放入

RFID 感应区，听到“嘀”声后取出图
书，并按照屏幕提示操作；或者选择

“扫码还书”，打开图书标签页（一般
在第二页），将条码对准扫描口，听到

“嘀”声后，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如果读者住在轻轨附近，他们

就不需要特地跑到图书馆了，借书、
还书都可以在和合 e书吧完成。”王军
飞表示。

除实体书外，在和合 e书吧，读者
还可以享受到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
资源。记者在现场浏览，这里有声书
有30多种分类，总资源量超50万条，
月均更新量超10%。

方便读者

在学院路站点，来自路桥的麻文
慧第一次见到和合 e书吧，就被吸引
住了。

在王军飞的指导下，她一步步了
解了借书、还书的流程，“太方便了！”

麻文慧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
儿子，从小就喜欢看书。“不管是人文
类、科学类，他都喜欢。”

从幼儿园开始，麻文慧就有意识
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现在孩子
年均阅读量在三四百本之间，特别是
寒暑假期间，每天可以看完两本书”。

为了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麻文
慧在路桥区图书馆和台州市图书馆
都办理了借阅卡。“台州市图书馆的
书籍种类比较丰富，我经常来这里借
阅。每张借阅卡可以借 10本书，我和
家人一共办了两张，每次可以借 20
本。”即便如此，因为儿子阅读量巨
大，每隔半个月她就要抱着一大堆书
往返借还。

“现在有了和合 e书吧，以后借书
就方便多了。”麻文慧表示，自己家刚
好住在 S1 沿线，以后儿子想看什么
书，只需要去家门口站点的和合 e书
吧“预约到柜”，就可以拿到书本。

家住 S1线国博中心站附近的江
先生也享受到了和合e书吧的便利。

江先生很喜欢阅读，空闲时间几
乎都泡在书本里。“总是买书也很贵，
所以，我经常去市图书馆借书。”

“有时候工作忙，或去外面出差，
就会错过还书的时间。”如今，家门口
的轻轨站有了和合 e书吧，江先生不

管是借书还是还书都方便了许多，
“以前坐在车上的时间很无聊，只能
刷刷手机短视频。现在搭轻轨前，我
就会去扫一本喜欢的书，看看书，路
上的时间也不觉得漫长了。”

书香浸润

在市域铁路S1线全线打造和合e
书吧，这个想法源于两年前。

“台州目前已经建成了许多和合
书吧，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市民的
阅读。但是，和合书吧是一个阅读空
间，需要场地。打造一个和合书吧，
成本其实是比较大的。”王军飞介
绍，“目前，和合书吧已经达到了一定
数量，我们就考虑打造融合智能设施
与数字虚拟空间为一体的新型公共
阅读体。”

于是，和合 e 书吧诞生了。与和
合书吧不同，它突破了建设场地的
局限，可嵌入景区、医院、社区、学校
等人流密集场所，占地虽小，但“五
脏俱全”。

2021年，台州市第一家和合 e书
吧在妇女儿童医院开放，受到了市民
的广泛好评。“台州是旅游城市，考虑
到过往游客也有阅读需求，我们就打
算在一些交通站点打造和合 e书吧，
让市民和游客的旅程也充满书香。”
王军飞表示。

一番考虑后，台州市图书馆将建
设地点选在了一共有15个站点，途经
温岭、椒江、路桥三地的市域铁路 S1
线。“这条线路贯穿的区域比较广，很
多站点人流量大。”

经过相关部门的多方沟通，今年7
月，覆盖市域铁路 S1线的和合 e书吧
终于落地，并在8月5日开始试运营。

关于和合 e 书吧的具体设立位
置，台州市图书馆也花了心思，特别
将其设置在入站口之外，“这样，不仅
乘坐轻轨的市民可以使用，住在周边
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到便利。”

为了完善读者的阅读体验，接下
来，台州市图书馆准备针对和合 e书
吧搭建一个网络平台，“目前，因为一
些原因，读者检索到的部分书籍是没
有办法预约到柜的。平台升级以后，
只要读者能检索到的图书，都可以预
约到柜。”

S1线15个站点和合e书吧“上线”

边走边读，伴着书香奔向远方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车子驶入仙居淡竹乡下叶村，隔

着韦羌溪，远远就可以看见一抹白色
镶嵌在青山绿水间。

继续前行，一座挂满红灯笼的大
桥出现在眼前。过桥，进入石盟垟村，
顺着沿溪打造的绿道一直前进，不一
会儿，就可以抵达开在悬崖下的山隐
咖啡馆。

白色的小屋，白色的围墙，白色
的铁艺桌椅，木色的挂帘，融入在一
草一木一花之中，纯真又美好。

在主理人释藤的带领下，记者踏
进了这方天地，感受它的奇妙之处。

打造

释藤，仙居人。抛去咖啡馆主理
人的身份，她还是独立策展人、摄影
家、摄影专栏作者、新媒体运营者。

为什么要在乡村开一家咖啡馆？
她解释，这是一种尝试，想要在“艺术
乡建”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近年来，咖啡赛道在国内比较
火，很多咖啡品牌都在城市有布局，我
就想着可不可以结合年轻人的时尚喜
好，在乡村做一个小众且个性化的咖
啡馆，为游客在乡村提供一个新的休
闲空间。”释藤认为，无论成功或是失
败，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咖啡馆的选址，释藤有自己
的想法。离旅游景区、民宿区要近，离
城区不能太远，前者可以带来部分稳
定的客户群体，后者则可以吸引城里
人过来打卡。

她和团队考察了许多地方，最后
将地址定在了淡竹乡下叶村对岸的
绿道边。“这里原先是一个绿道驿站，
就是一个空房子，供过往游客短暂休
息。这里风景极好，背靠牛鼻岩，前面
是清澈碧绿的小溪，夏日玩水的游客
很多。”

敲定地点后，咖啡馆在今年 5月
份开始动工。

“咖啡馆里的设计和软装基本上
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作为一个独立策
展人，释藤对于空间美学也颇有研究。

山隐不大，但很精致，每一处细
节都倾注了她的构思和心血。

从大门进入，可以看到40多平方
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大厅、厨房、小包
间 3个区域。为了将光线和美景最大
限度地引入房中，每个区域都安装了
定制的大面折叠窗。“这个设计很受
年轻女生的喜欢。将窗子打开，特别
适合拍照。”释藤介绍。

环顾咖啡馆，可以看到每个区域
都由圆弧形拱门打通，不仅增加了空
间的通透性，还颇有艺术感。咖啡馆
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绿植，给空间
增加了一些清新的气质。因为主打时
尚元素，除了靠窗的木制高脚凳，咖
啡馆里的椅子多数是亚克力材质的。

在释藤看来，不同空间的奇妙之
处在于融入了不同人的气质。“我喜欢
摄影，就想把摄影元素融入到空间
里。”于是，她在大厅内打造了一面展
示墙，来展示自己的照相机。她还特别
打造了一个壁炉。“冬天的时候，我们
可以围炉煮茶，室内也会特别温暖。”

如果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释藤
在大厅的灯具上也花了许多心思。入
门处是一排下垂的透明吊灯，每一块
透明的卷曲灯板上都刻了名人诗词，
包括项斯、吴芾、朱熹等。“我一直觉
得每个空间都需要一些文化渗透，可
是又不想植入得过于生硬，所以就花
了一些小心思，定制了这些灯具，客
人都非常喜欢。”

对于释藤而言，山隐就像她的孩
子，她精心设计，认真布置，看着它一
步步成形、落地，心生欢喜。

经营

“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崖
下开一家咖啡馆，会有人喝吗？”这是
释藤在此开咖啡馆之初，身边朋友和
周边村民的疑问。

她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其
实，这个不需要太担心，乡村咖啡馆
是自带流量的。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
宣传，让大家知道山隐的存在。”

于是，在刚刚开始打造咖啡馆
时，释藤便在抖音、小红书等多个平
台开通账号，带上#花 100万 30天打
造一个乡村咖啡馆，你会来喝吗？#这
个话题，通过拍摄日常打造过程的视
频，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很多人不看好这个项目。他们
争论，不同的声音出来，流量也就来
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咖啡馆的
进度，期待咖啡馆的落地。”所以，在
还没有开业的时候，释藤已经完成了
第一波宣传。

咖啡馆开业恰逢端午小长假，第
一天，就来了许多客人，挤满了小屋。

在产品结构上，释藤也花足了心
思。市场上有那么多咖啡馆，售卖一
样的产品要怎么出圈？最后，她想到
了咖啡搭配烧饼的组合。“一方面，烧
饼是仙居的特色，另一方面‘咖啡+烧
饼’的组合，打破了人们对于‘咖啡+
甜品’的一贯思维。这就好比‘美女与
野兽’，极大的反差，反而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

为此，释藤和丈夫特别去学习了
如何制作烧饼。“传统的仙居烧饼比
较大，是在炉中烤制。我们进行了改
良，将烧饼的个头变小，放在烤箱里
烘烤。”这样不仅操作简单，味道也十
分不错。

事实证明，释藤的思路是正确
的。“咖啡+烧饼”的组合迅速出圈，吸
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打卡。“开业以
来，每逢周末，咖啡馆里都坐满了人，
营业额可以达到六七千元。即使是工
作日，我们的营业额也有两三千元。”

虽然咖啡馆开业时间不长，但释
藤已经积累了许多有趣的回忆。

“我们咖啡馆的位置比较隐蔽，
很多客人从溪对岸看到咖啡馆，却找
不到路。”有人在网络平台给释藤留
言，发表没有喝到咖啡的遗憾，“跟着
导航看到了咖啡馆，隔着小溪怎么都
过不来，难道喝你家的咖啡需要从水
里游过去？”

这条评论让释藤忍俊不禁，于是
她详细给对方介绍了过来的路线，对
方也表示下一个假期，一定要来品尝
咖啡和烧饼。

还有一次，一个上海的客人来仙
居度假，隔着小溪看到山隐咖啡馆
时，十分惊喜，打算过来喝一杯。因为
找不道路，他绕了很远的路，赶到咖
啡馆时满身大汗。“他说自己久居城
市，养成了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可是
在仙居一直找不到喝咖啡的地方。那
天他喝完咖啡后，又打包了七八杯给
朋友带了回去。”

让释藤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来
自香港的客人。那位客人非常喜欢仙
居的山水，每年都会带着家人过来住
几天。今年，他们准备离开时，惊喜地
发现往年绿道上破败的房子有了新
的变化，便带着孩子过来一探究竟。

发现这是一家咖啡馆后，他们一
家都很开心，喝了咖啡，吃了烧饼。

“他说非常喜欢山隐咖啡馆，觉得很
有个性，有温度，决定在仙居多住几
天，来光顾我们的咖啡店。”

山隐咖啡馆：隐匿山水间，跳脱红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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