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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榀”是一个建筑学词语，过去用

作木屋架的量词。“九榀咖啡”，从店面

的名字便不难猜出这家咖啡馆与建筑

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九榀咖啡的

创立者正是一群 80 后的建筑设计师。

在设计院工作了近 10 年后，8 个

年轻人萌生了开一间咖啡馆的想法，既

可以给自己创造舒适的场所进行设计

工作，也能够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具有

多元功能的“温暖空间”。

“我们在做设计工作的过程中，发

现北京这座城市虽然整体上非常现代

化，但仍然有很多小的空间没有被很

好地利用。还有一些破败或者不舒适

的地方，我们想要运用自己建筑设计

师的职业技能，把它们重塑成一种可

以经营的业态，让更多人都可以加入

进来。”九榀咖啡的创立者之一陈宇威

对记者说。

1987 年出生的陈宇威被另外 7 位

小伙伴戏称为“主心骨”。做建筑设计

与经营咖啡馆完全不同，陈宇威用了

一 年 时 间 去 某 连 锁 咖 啡 店“ 卧 底 偷

师”。他白天在设计院上班，晚上和周末

去咖啡馆打工，不仅学会了拉花，更重

要的是摸清了咖啡馆的经营逻辑，学会

了员工培训、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重要环

节的管理方法。

第一家九榀咖啡店开在北师大校

园里，只有 25 平方米。他们把原有的

卷帘门改成了落地玻璃窗，把一个小

空间改造成了明亮和温馨的咖啡馆。

咖啡馆营业到很晚，不仅丰富了学生

们的生活，也给原本黑暗的路段带来

了光亮。

这家咖啡馆仅开张 3 个月就有了

盈利，牛刀小试的成功给团队带来了

很大鼓舞，于是他们又相继开了 3 家

门店。陈宇威说，开分店的目的是，“激

活片区一些原本缺失的功能，给日常

生活增加一些丰富性，让人看到城市

不断进步，感觉生活更加美好”。

实现“混搭”的品牌风格，需要的

是“ 创 新 的 勇 气 ”，“ 因 为 我 们 都 很 年

轻，所以并不担心会失败。”陈宇威说。

恭王府景区的这家九榀咖啡馆，

开在胡同的一栋老房子里。另一位合

伙人平思维向记者介绍，这是一家“邻

里综合体”。咖啡馆有两层，一层的主题

是“胡同里的大客厅”，胡同里的居民可

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客厅，作为家的延

续。一层还有一个临街的艺术橱窗，咖

啡馆会定期招募艺术家，为这个橱窗创

作作品。二层的主题是“胡同里的后花

园”，用可移动的植物箱划分空间。

这 家 咖 啡 馆 2020 年 1 月 正 式 开

张。没想到不久，新冠肺炎疫情便突然

暴发，胡同封闭，居民限制出行，咖啡

馆自然也没法经营。“当时咖啡馆里有

五六个人，大家都没离开，而是留下来

做了社区志愿者。”陈宇威说。

居民出不了胡同，社区工作者们

把 蔬 菜 肉 蛋 和 一 些 生 活 用 品 运 进 胡

同，放在九榀咖啡馆里。能出家门的居

民可以来咖啡馆领取。胡同里还住着

很多老人，出门不方便，陈宇威和小伙

伴们就骑着社区的电动三轮车，挨家

挨户送，风雪无阻，一送就是 100多天。

经过这场“患难与共”，九榀咖啡

馆与社区的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恰

逢北京市按照“服务空间最大化、环境

氛围亲情化、服务模式便民化”思路推

进社区服务站空间开放式建设，社区

需要一个既了解社区情况，又懂得设

计的团队，来给社区空间开放式建设

做设计。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兴华社区

书记盛洁，便邀请他们为社区改造出

一个方案。前期沟通很明确：如果方案

被选中，设计师们便可以拿到正常的

设计费用，如果选不中，就当作帮社区

的忙，为社区改造提供一些思路。九榀

的设计师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们与

当地居民进行了深入沟通，将他们的

意愿纳入设计方案，充分考虑到了很

多因地制宜的细节。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的设计方案最终被选中，兴华社

区也成为北京市社区服务空间整体改

造的成功范例，成为北京市“一站式服

务”的示范点。

改造完成后，北京市其他社区的

工作人员在参观兴华社区服务站后也

纷纷向设计师们递来了邀约，请他们

去自己的社区设计改造。

盛洁告诉记者，社区改造后，居民

更愿意来参加活动了，他们把这里当成

了“居民之家”。九榀咖啡馆的小伙伴们

也积极帮助社区组办各自活动，例如组

织居民看电影，组织社区老年人体验手工

咖啡制作等，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盛洁告诉记者，“兴华社区是老旧平

房小区，居民以老人居多，虽然咖啡多是

年轻人喜欢，但现在很多老人也喜欢参

加咖啡馆的活动，去那里做一杯咖啡，品

尝一下他们之前可能从来不想接触的饮

品。九榀咖啡将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方

式引入了老年居民的生活，让这里的老

人生活更加丰富和有趣。”

自 2019 年起，什刹海街道正式启动

“区域养老联合体建设”活动，九榀咖啡

也 参 与 其 中 ，为 老 人 提 供 喝 口 水 ，歇 歇

脚、使用卫生间等暖心服务。他们在咖啡

馆门口挂了“什刹海区域养老联合体”的

牌子，老人们看到这个牌子就知道，有困

难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

九榀咖啡还参加了“北京国际图书

节社区阅读分会场”的活动，把楼梯间改

造成了书架，让客人们在上下楼梯时，能

够顺便挑选一本自己想要读的书。

“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我们不

是一个有力量的团体，但是我们想尽自

己所能做一些温暖的小事。”陈宇威说，

九榀咖啡的成员们都很喜欢《中国青年

报》“ 温 暖 一 平 方 ”所 传 达 的 温 暖 的 理

念 ，所 以 非 常 愿 意 加 入 其 中 ，用 自 己 微

薄的力量去温暖身边的人。希望未来能

够 和《中 国 青 年 报》“ 温 暖 一 平 方 ”一 起

做 更 多 的 公 益 活动，“在咖啡馆、社区，

乃至整个城市，传递更多的温暖”。

九榀咖啡：大都市需要更多用心的“暖空间”

企业共青团工作主要体现在服务上，总结出了团青
工作“五个一线”工作法 （即思想引导在一线，凝聚青
年力量；创先争优在一线，形成赶学比超良好氛围；履
行社会责任在一线，不负使命扛起央企大旗；创新创效
在一线，以技术攻关为目标；素质提升在一线，实现人
生价值观） 和“三导工程”（思想引导、成长主导、典型
倡导），让青年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高度融合，在企业发
展中彰显青年力量。

□ 张浩祯

结束心肺复苏的培训回到家，
发现手背划了个口子，膝盖也多了
两处淤青。一上午 750 次的标准按
压练习对一个体重仅有 80 斤的女
生来说，确实倾尽了全力。问了身边
参与培训的同事，她们也对膝盖的
疼痛后知后觉，甚至连提前准备好
的护膝、坐垫都没顾上用，“太投入
了，都忘了这是培训，感觉就是在身
临其境地抢救一条生命”。

初次听说北京市红十字会的 4
学时应急救护培训时，只是觉得技
多不压身，说不定关键时刻可以救
人一命。进入了报名群才发现，里面
竟然有那么多90后95后，大家呼朋
引类，相约学习，因为名额所限，没报
上名的还非常急切地要求报下一次
急救培训。红十字会现在的培训讲究
到社区、到高校、到机关、到军队。我
的很多同龄人，都以会急救为荣。

为什么年轻人会有那么强烈的
热情学急救？

首先从我周围的人说起，90 后
往往特别热衷于学习，他们在线下
培训、急救进社区的时候去实践，也
会在线上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将急救
融入自己的生活。在综艺节目《令人
心动的offer》医学季播出期间，经常
会在微博看到网友对于心血管等
急救知识的学习和讨论；即使没有
专门学习的时间，他们在微信、抖
音等社交平台看到急救知识，也会
点开看一看，并且点赞收藏，以备
不时之需。

其次是现实原因，现在因为心
脏骤停猝死的年轻人太多了，说不
定下一次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北京
市红十字会的培训师告诉我们，心
脏骤停如果在 4 分钟内进行正确有
效的心肺复苏，患者可能抢救成功，
但这短短的4分钟恰恰是医护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的时
候。如果接触心跳骤停患者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
救治，患者的成活率将大大提高。

第三，是新时代年轻人不仅心善，而且讲究用科学
的方法提升爱自己和爱家人的能力。老年人是心脑血
管疾病的高发群体，一旦发病非常容易猝死。儿女们
学会基本的心肺复苏术，对挽救老人生命有百益而
无一害。不光如此，许多 90 后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
生活状态，他们也会从医院指导群或公众号上学习
海姆利克急救法和婴幼儿物理降温、磕碰、烫伤等急
救方法，以应对孩子出现的危险情况。在大多数年轻
人看来，学会急救技能意味着为家庭增加了一份安
全感，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心肺复苏培训的时候，在我身边的姑娘们，根本不
在意新做的美甲，漂亮的裙摆和单薄的裤子。她们跪在
地上拼命救人的样子真的很迷人！

培训师提的问题让人紧张：“遇到突发情况时要
怎么处理？”“心肺复苏和 AED 如何搭配使用？”“抢
救时每次 30 下的按压要怎么做才标准？”

我们都忘了自己是在“假人”身上进行模拟。
如果在过去，让自己对人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可能会有点犹豫。但在培训现场听到“来人啊，这里有
人晕倒了！”大家都马上冲上前开始了急救，当“患者”
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的时候，会有一种“救人一命”的
成就感。

4 学时用时不长，却学习了应急救护的理论并进
行实践。半天就掌握了一项基本救命技能，还是公益
培训，这对于精打细算的90后，当然是充满了诱惑力。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数据统计，去年学员经培训后已在
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北京地铁西客站、安全
工程学院、丰台区龙源飞扬羽毛球馆等场所用心肺复
苏知识和AED对患者成功施救，施救人员中大部分都
是年轻人。

北京市红十字会经常会接到网友主动报名参加培
训的电话。他们了解到，健身房、餐饮行业、医疗行业、
驾驶行业及学校教师，特别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
者都急需应急救护技能。因为他们面对的人群更为庞
大，突发情况更多，学习和掌握急救技能可以为自身和
他人都增添一份安全保障。

和我一起培训的几个朋友，回家后就将刚学会
的技能教给了家人，还戏谑：“家人学会了也能救救
我呢。”

现如今，急救培训正在快速普及，我们经常在地
铁、公交车等公共场所看到急救知识的宣传短片，也会
在新媒体平台学习到更多的急救知识。无疑，抢救生命
已经成了生命教育的必修课！

无论是人流如织的地铁站台，还是人迹稀少的
小街，当一条生命因为我们抓住了黄金急救时间
窗口，不抛弃、不放弃地救助转危为安，那我们，太
酷了！

九零后为啥热衷学急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现实主义题材大剧《人世间》正在热播中，豆

瓣开分 8.1。50 年的时间跨度，周家五口人的跌宕

命运让观众牵肠挂肚。故事推进到改革开放，一个

名叫彭心生的年轻人闯入了深圳的春风中。他是

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历

史呈现留下了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截面。

饰演彭心生的洪浚嘉，是一名 90 后演员。他

出生成长于香港，却选择了一条与身边同龄人不

太一样的道路——北上北京电影学院念大学，今

年已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十一年。

洪浚嘉在家和家人说闽南话，小时候上学和

同学说广东话，在英国上学时跟中国留学生学会

了普通话，到北京上大学，室友有好几个东北人，

这让他一度达到“东北话四级”。在接受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专访时，在北京待久了的他，时不时蹦出

一个“儿化音”。

“我作的最对的决定，就是报考了北京电影学

院。现在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快来内地看一

看，学习也好，工作创业也好。这是继改革开放之

后，时代给年轻人的又一次机遇。”洪浚嘉说。

彭心生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一个青年群体

接到《人世间》的剧本后，洪浚嘉马上找来原

著看，没想到一边读，这个大男孩一边哭得稀里哗

啦，“我是一个泪点比较高的人，但小说真的很细

腻，不是那种狗血的刺挠，而是讲了老百姓 50 年

的生活史诗。有时候看得挺难受的，但又看到了他

们的自尊自爱自信，在困境前绝对不低头”。

只是，看完小说，洪浚嘉有一个疑问，他问导

演李路：“导演，我好像没怎么看到彭心生？”

这个在原著中出场不多的人物，在剧中被“加

了很多戏”。彭心生在剧中的出场年龄是 20 多岁，

正是洪浚嘉现在的年纪。小彭从农村来，刚到深

圳，人微言轻，但在厂子生死存亡的时刻，敢于站

出来说话，这样有智商又热血的年轻人，洪浚嘉觉

得自己该向他学习。

彭心生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青年群体：

他们出身草根，文化层次也不高，从家乡走出，来

到城市，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敢为天下先，奋发

向上，打拼出一番事业。时代和年轻人互相成就，

成长于改革开放浪潮之中，他们的父辈更多考虑

的是温饱问题，而他们想要更美好的生活，进而思

考如何为国家作一点贡献。

洪浚嘉这样理解角色：“也许他们最初并没有多

么崇高的理想，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想让自己和家人

生活得更好，而国家正好创造了这样一个激情澎湃

的时代，让他们最终达到了一定的人生高度。”

虽然彭心生是几十年前的年轻人，但在洪浚

嘉看来，他身上仍有很多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的

地方。其中一点，就是终身学习，“学历、技能今天够

用，也许明天就会被淘汰。但只要永远学习，这个世界

无论怎么变，我都跟得上，就永远年轻”。

现在有的年轻人说“躺平”，洪浚嘉觉得更多

是开玩笑式的自嘲，“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机

遇，我们不怕自嘲，说明我们更从容了”。

父亲成“表演顾问”，指导怎么
拿“大哥大”

为了让观众重回上世纪 80 年代，《人世间》剧

组下了“血本”，道具不用说，连整条街都得一起

“穿越”。有一个场景原定到深圳实景拍摄，因为疫

情等原因只能在吉林搭景。但要还原南国风貌，剧

组从冬天等到了春天，春天还不够，一直等到暮春

初夏，树的绿色才有了深圳的感觉。

有一次在剧组，洪浚嘉看到一辆皇冠大轿车，

本以为就是一辆摆摆样子的道具车，没想到一踩

油门，跟新车似的就开出去了，“也不知道从哪儿

找到这些古董”。还有传呼机、“的确良”的衣服、蝴

蝶牌缝纫机、海燕牌收音机，这些以前只听过名字

的老物件，洪浚嘉在拍戏时头一回看齐了。

巧合的是，彭心生的故事，几乎就是洪浚嘉父

亲当年的经历。父亲出身福建农村，家中兄弟姐妹众

多，他是最小的一个。轮到他时，家里已经没有钱供

他念书了，他只能早早出来打工。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父亲一步一步从在深圳当工人、跑销售，又机

缘巧合到了香港，一天干四五份工。在洪浚嘉的童年

记忆中，一天只能看到父亲两三个小时。

渐渐地，和彭心生一样，洪浚嘉的父亲有了自己

的事业。这次知道儿子要饰演这样一个角色，父亲自

发地成了“表演顾问”。“在他身上，我能找到很多支

点，让我明白，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

么要这么做。”洪浚嘉说，甚至那时候的人怎么带水

壶、怎么拿“大哥大”，父亲都给了很多意见。

彭心生的剧照一出，父亲恍惚中仿佛看见当年

的自己。

演完这部戏，洪浚嘉如同重走了父辈的路，将过

去只从父辈口中听到的碎片记忆缝合了起来，理解

了父辈人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中国又是如何成为今

日中国的。

上一代人从小地方出发去看世界，
现在世界要来看我们

这是洪浚嘉和李路继《巡回检察组》之后的第二

次合作。“第一次见到李路导演，我还是个大三学生，

他正在筹备后来成为现象级的剧作《人民的名义》。

那部戏没有什么适合我的角色，但他说我挺有特点，

留下了我的简历。本来以为只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

后 来 真 的 找 到 了 我 ，这 是 大 导 演 给 年 轻 演 员 的 机

会。”洪浚嘉说，“他对演员的要求是，真诚，不要套

路，不要技巧，只告诉想要的感觉，具体怎么表现，让

演员自己去理解。”

从《破冰行动》中的钟伟一角，洪浚嘉开始走入

观众视野，后来陆续出演了《巡回检察组》中的黄四

海、《埃博拉前线》中的乌尔曼等角色。一个年轻男演

员，履历上几乎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咱这条件也演不了青春偶像派，外形有比我优

秀十倍百倍的。”洪浚嘉笑着说，“演员演戏，有时候

是一种消耗，但不能一直消耗，需要从一些作品中汲

取营养。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中，我能把对生活的

感悟放进去，这是其他类型作品可能做不到的。”

一直到上大学前，洪浚嘉都在香港生活 。1997
年香港回归，他还是个小孩子，看到电视上放升国

旗、奏国歌，他很骄傲地跟爸爸说：“这个歌我会唱。”

每年春节，他都和家人一起回福建老家过年。寒暑假

电视上放的《西游记》《葫芦娃》，都是他的童年回忆。

因为每年都要回内地，父亲也有公司业务在深

圳，洪浚嘉亲眼目睹了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最

直接的印象是：“小时候，香港有的东西深圳可能没

有；后来，香港有的深圳也有；现在，深圳有的香港不

一定有。”

而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变化，洪浚嘉说：“就

像《人世间》剧里讲的，以前企业里要论资排辈，干多

少年当组长、多少年当科长，而从彭心生这一代人开

始，能者居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改革

开放”，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意义。“像彭心生、我的父

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从小地方出发、去看世界。现在，

世界要来看我们。”洪浚嘉说。

《人世间》90后香港演员洪浚嘉：今天的世界在看中国

共青团湖北省鄂州市

鄂城区委书记 洪伟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江西

分公司团委书记 戚彬

北京市红十字会 4 学时应急救护培训和知识普及项目的培训

讲师在给学员授课。 盛世民安供图

陈宇威（中）和他的小伙伴。 姚大壮/摄

9090 后演员洪浚嘉后演员洪浚嘉《《人世间人世间》》剧照剧照

鄂州市正在加快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作为主城区的鄂城区是主战场、基本盘，团鄂城区委
将在引导青年参与城乡社会治理上做出新成效，大力
夯实基层基础、引领青年作为，重点发挥城市基层治
理中青年力量，建设治理更加多元、更具活力、更有
情怀的社区共同体，在全市加快建成“两区一枢纽”
的新征程中走前列、当标杆、做表率，展现青年担当
和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