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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周茜

近日，“柳州晚报”微信公
众号关注了“美国纽约州际交易
所的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价格近一
年价格涨幅高达118.57%，咖啡
豆价格的涨幅已经超过黄金”的
现象，引发网友关注，咖啡爱好
者们担忧“9.9元咖啡时代”或
成过去。

近年来我市咖啡馆数量呈增
长的趋势。那么，咖啡豆价格的
上涨会对本地的咖啡经济带来影
响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部分咖啡馆：进货价上涨
但咖啡售价不变

从一粒咖啡豆到我们手中的
一杯咖啡，大致要经过采摘处理
得到生豆、经过烘焙得到熟豆的
过程。而熟豆就是诸多咖啡馆和
个人日常使用的咖啡豆，因此咖
啡生豆的价格直接影响着咖啡的
售价。

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

万得资讯数据显示，自2024年
以来，咖啡生豆的价格一路走
高，但我市咖啡馆的咖啡售价似
乎未有明显调整。“虽然店内长
期使用的国外咖啡生豆的进货价
已经大幅上涨，但暂时不会因此
更换品种或调整售价。”阳光100

商圈一家咖啡馆的咖啡师韦罗曼
说，“我们更注重的是保持咖啡
的品质和顾客的体验感。”

咖啡生豆价格上涨削减了部
分以销售咖啡熟豆为主的咖啡馆
的利润。柳北区一家手冲咖啡专
卖店店主陈利表示，店里采购的

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的咖啡生
豆，从去年至今进货价已经上涨
了至少50%。为保障利润，近段
时间店里的咖啡熟豆价格从65
元/半斤调整到了78元/半斤。不
过，为了促进销量，手冲咖啡的
价格暂时保持不变。“消费者只
有品尝后，才会考虑购买咖啡
豆。”陈利说。

连锁店经营者：未接收
到价格调整的通知

近两年，一些全国连锁咖啡
品牌为抢占市场，推出9.9元/杯
的实惠价格，吸引了大批消费
者。未来一段时间，消费者还能
喝到9.9元的咖啡吗？

我市多家连锁咖啡店经营者
表示，店内主要采用的是品牌特
供的咖啡豆，尽管近期采购成本
确实有所上升，但截至目前，尚
未接收到品牌方关于价格调整的
通知。“冬季是咖啡消费的淡
季，因此成本上升对利润的影响
尚不明显。夏季咖啡销量增长，

我们预计经营成本将会有较大幅
度增长。”在柳北区经营品牌连
锁咖啡店的曹先生说。

咖啡爱好者：对市场持
乐观态度

咖啡爱好者施越说，他经常
购买咖啡，价格在9.9元/杯至30
元/杯，近期价格比较稳定，未
察觉到这一价格区间内的咖啡有
显著的价格调整。对于市场上部
分咖啡馆一杯咖啡售价38元，他
认为这是偏高的定价。

长期购买冻干咖啡的吴女士
表示，虽然近期一些新款咖啡产
品价格出现了上涨，但她依然会
购买。“每天一杯咖啡才能让我精
神饱满地完成工作。”吴女士说。

“咖啡生豆价格的上涨未来
或将带动咖啡价格相应上扬，并
且这一趋势预计会持续。”韦罗
曼对咖啡市场持乐观态度，她认
为消费者对咖啡的热情或许预示
着未来市场对咖啡的需求将持续
增长。

近期，咖啡豆价格涨幅明显——

本地咖啡馆涨价了吗？
“9.9元时代”能否延续？

咖啡师展示咖啡豆咖啡师展示咖啡豆。。

○○全媒体记者 冯浩
通讯员 舒艺

晚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校
园周边出版物市场的管理，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2
月 18 日，柳城县市场监管
局、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出版物
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本次专项检查行动将清
理整治校园周边的非法出版
物、盗版教材教辅及有害信
息作为重点任务。执法人员
深入辖区集贸市场、出版物
经营单位，特别是校园周边
的书店、文具店等场所，进
行全面排查整治。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仔细核查校园周边是否存
在含有有害内容的非法出版
物，严厉打击盗印正版书
籍、销售盗版图书等违法违
规行为。同时，对于无证销
售出版物的商铺，执法人员
也进行整治。此外，执法人
员还对出版物相关经营单位
的证照、进销货清单等进行
了抽样取证和重点查验。

检查中发现，一家单位
未落实索证索票制度，另一
家单位疑似出售盗版书籍。
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当
场责令相关单位进行改正，
并表示将加强后续监督检
查。

○○邓国全

传 古 今 文 化 ， 做 时 代 新
人。正月十三，在柳江区进德
镇四连村木岸屯，祖孙三代在
上灯仪式上舞醒狮的场面让人
印象深刻。舞狮少年曾子轩、
曾玉连等在两头醒狮带领下，
舞 着 小 狮 子 从 祠 堂 里 鱼 贯 而
出，随着鼓点摇头摆尾地奔向
村口迎接新花灯，少年们飒爽
的英姿引发众人赞叹（详见2月
12日《柳州日报》8版）。

同样令人赞叹的，还有柳城
县的彩调少年。据2月20日《人
民日报》报道，柳城县大埔镇靖
西村的周锡生、何秋萍夫妇为抢
救性保护柳城彩调，从 2010 年
起，创办柳城县“老还童”彩调
剧团，并创办少儿彩调班，至今
已办班 6 期，培养了 200 余名彩
调少年，孩子们累计获得各类奖
项 40 多个。在一声声稚嫩的传
唱中，彩调迎来新生。

这些传统文化在新生代中传
承的场景令人欣慰，然而我们也
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传承并非
一帆风顺。曾几何时，由于时代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乡

打拼、娱乐方式日益多元等原
因，舞狮、唱彩调等民间技艺逐
渐失去生存的土壤，渐渐沉寂没
落，有的甚至到了后继无人、濒
临失传的境地，给文化传承带来
不小的挑战。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维
系文化根脉，才能增强民族的文
化自信。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文化传承
的重要性，一些非遗项目、民间
技艺渐渐得到恢复、发扬光大，
一些曾经青黄不接的技艺，也有
了传承人，正持续绽放顽强的生
命力。

传承传统文化，你我责无旁
贷。在传承中，家庭、学校和社
会负有重要责任。家庭是传统文
化传承的第一课堂，家长们应重
视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通
过言传身教，让孩子耳濡目染，
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
爱。学校是重要阵地，应开设各
类民间艺术课堂，在孩子们心里
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在广东佛
山，当地政府就将舞狮纳入中小
学课程，民间艺人走进校园授
课，形成良好传承生态，值得推
广。社会应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

氛围，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建设文化场馆，为孩子们提供接
触和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并出
台相关政策，加大对传统文化传
承的支持力度，包括资金投入、
人才培养、保护传承等，为文化
传承提供有力保障。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
文化传承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
力，不是敲敲锣、打打鼓就能到
达的，需要我们挖掘其丰富的文
化内涵并不断加以创新，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希望更多孩子能
站到传承的跑道上，接过传承的
交接棒。如今，参加木岸屯舞狮
公益培训班的孩子已从当初的6
人增至 80 多人，屯里正在推动
醒狮文化进校园；周锡生和妻子
也到学校社团授课、策划彩调课
间操，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传承的
希望。传承的路仍很长，希望社
会各界共同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造良好环境，鼓励更多人参与
进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孩
子心中生根发芽，让这些文化瑰
宝重放异彩。

让优秀传统文化
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柳城县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行动

清查出版物市场
守护清朗文化环境

检查现场检查现场。。
快言快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