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藏绿咖啡馆的菜单上，青稞酥

油咖啡以38元单价占据销量榜首。“店

里每卖出10杯咖啡就有7杯是具有高

原风味的，一年能卖出10000杯酥油咖

啡，现在大家对特调咖啡的接受度很

高。”格桑卓娜说，青稞酥油咖啡的创

意始于一次返乡之旅。在甘孜州巴塘

县，她的爷爷一边喝速溶咖啡一边画

唐卡，而坐在一旁的格桑卓娜则在吃

酥油茶。“酥油茶是高原的生命之源，

但城里的年轻人喝不惯。”她意识到，

传统饮品的厚重口感正与都市快节奏

形成断层。回到成都后，她将酥油与

不同风味的咖啡豆反复配比，邀请朋

友盲测口感。最初版本因酥油比例过

高被批评“像喝油”，团队历时3个月调

整，最终确定下酥油与咖啡基底的黄

金比例，并加入青稞粉平衡风味。

“我们不是做改良，而是找到传统

与现代的对话方式。”格桑卓娜说，咖

啡杯上的撒粉动作特意设计为顺时针

方向，呼应煨桑祈福的仪式感。这款

产品让酥油茶走出牧区，通过咖啡这

一全球语言，重构年轻人对民族特色

饮食文化的认知。“既保留藏式传统风

味，也让都市人喝得下去。”格桑卓娜

介绍说。

不过，争议随之而来，部分喝惯酥

油茶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留言“酥油

味太淡”，但年轻客群却因“仪式感与

猎奇体验”复购率达65%。对待咖啡，

格桑卓娜和她的团队有许多创意，她

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做相应调整。

2023 年夏季推出的“藏地物产限定系

列”用甘孜州野莓冷泡咖啡带动销量

增长 30%，“一杯咖啡反哺一亩果园”

的叙事，让商业价值与乡村振兴产生

链接。

3月14日下午，温柔的春日阳光星星点点。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

高升桥东路的藏绿咖啡馆又开始叫号等位。店里的墙面嵌着黑陶罐与牦牛铜

壶，羊毛毡覆盖的吧台旁，年轻顾客正举着“青稞酥油咖啡”拍照。

这家由格桑卓娜创立的咖啡馆，用6年时间完成了从“文化元素搬运工”到

“新文化样本”的蜕变，小小的咖啡单店日均客流突破200人次，成为极具民族

特色文化创新与商业实践的典型案例。

藏绿咖啡馆的社区运营暗藏深

意，店内“藏地物产专区”年销理塘县

曲登乡酥油近1吨。甘孜州巴塘县扎

西家的苹果干，因咖啡馆上了央视的

纪录片《这里有宝藏》而销量翻倍，年

增收5万元。

2024 年，格桑卓娜联合高校开设

“多民族大学生咖啡师培训计划”，众

多学员返乡创业，带动四川白玉县、道

孚县开出“藏绿同款”多家咖啡馆，同

时增加当地就业。“现在店里有哈萨克

族、苗族、达斡尔族等多个民族的学生

在学习实践。她们会融合自己民族的

特色食品，给我们店带来新的创意。”

格桑卓娜说，来这里的年轻人多，氛围

轻松，很容易迸发出新的火花。

“格桑卓娜的实践提供了少数民

族文化传承的新范式。”武侯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藏绿咖啡馆的成功

创业印证出文化IP商业化与乡村振兴

的双向赋能。数据显示，其青稞酥油

咖啡利润率超 30%，商业可持续性为

文化保护提供了资金反哺。

站在店门口，格桑卓娜望着排队

的人群感叹道：“我们不是开咖啡馆，

而是在建一座桥梁——让高原文化

在 都 市 生 根 ，让 年 轻 血 液 回 流 乡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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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藏绿咖啡馆的玻璃门，转经筒与

不锈钢咖啡机并置的视觉冲击扑面而

来。2023年，格桑卓娜对高升桥店进行空

间迭代，摒弃传统民族风装修的“堆砌

感”，将器物嵌入极简工业风墙面。“我们

不是做高原文化主题馆，而是想让老物件

回归生活场景。”她指着嵌入墙面的百年

黑陶罐说，店员萃取咖啡时，水流声与陶

罐纹路形成了自然对话。

“第一次见到转经筒和咖啡机放在一

起不违和。”95后消费者林悦在小红书发

布打卡笔记后，引来众多互动。大众点评

数据显示，“藏绿”的空间设计相关评价占

比达42%，成为引流核心要素之一。

记者扫码点单后，获得了一杯由黄杨

木藏碗乘着的咖啡，餐盘里还有一套标准

的藏式薰香。服务员用喷枪将松柏枝灼

燃，配上一口酥油咖啡，仿佛立即置身于

高原。格桑卓娜透露，未来计划将牦牛毡

帐篷与智能调光系统结合，让传统材质随

日照变化呈现多种光影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