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市，有一位名叫孙苗的咖啡拉

花爱好者，她不仅善于将平常的图案呈

现在咖啡上，还把古诗词里表现出的意

境用寥寥几笔勾勒，使咖啡拉花的观赏

性更强。10 月 12 日，记者来到孙苗家，

听她讲述关于她和咖啡拉花的故事。

机缘巧合
动了咖啡作画念头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松月生

夜凉，风泉满清听》⋯⋯翻开孙苗的朋友

圈，几乎每天，她都会做一杯咖啡拉花并

配上一句贴切的诗。有时是背脊高耸的

耕牛，两只弯角向上翘起；有时是三星两

点的流萤，忽闪着翅膀流连于花丛中

⋯⋯每一杯咖啡拉花上的形象都传神

且生动，引来不少亲朋好友的点赞。

咖啡是孙苗一家人共同喜欢的饮

品，特别是她的老公，非常爱喝咖啡，公

司周围的咖啡店逛了不知多少个来回，

夸张的时候一天要喝好几杯。为此，孙

苗买了咖啡机，在家里磨咖啡豆做咖啡

喝，至今已有七八年。

孙苗做咖啡的技术愈发熟稔，对咖

啡的观赏性也有了一定要求，于是便开始

学习咖啡拉花。刚开始，孙苗只是画些简

单的花草、动物，时间一长，开始寻找新的

花样。半年前，孙苗在手机上刷到丰子恺

的画，简单线条勾勒出的画面配上一句古

诗词，不仅有趣，还有国画的韵味。她当

即就动了在咖啡上作此类画的念头。

熟能生巧
三分钟制作一幅拉花
“拉花对咖啡有一定要求，一般来

说，冲泡的速溶咖啡是很难拉花的。”孙

苗现场为记者展示。她微微晃了晃手

中的咖啡杯，将咖啡表层金黄绵密的泡

沫和一层咖啡油脂指给记者看，“只有

使用合适的咖啡豆适度碾磨高压萃取

的咖啡才会有这一层油脂，相当于拉花

用的底”。记者仔细一看，咖啡上确有一

层醇厚绵密的咖啡油脂。孙苗熟练地戳

去咖啡上的浮泡，“气泡太多也不行，拉

完花后气泡破裂会使图案变形，影响成

品的美观”。

待气泡戳去，孙苗拿出拉花针，蘸

上奶油，迅速勾勒。寥寥几笔，一幅《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画作，在她手

下完成。整个过程，只需要三分钟。孙

苗没有学过绘画，能在咖啡上画到现在

这般迅速高效，全靠她一直以来的坚

持，才能熟能生巧。

贵在坚持
从量变到质变

“我觉得咖啡拉花很漂亮，在保证

咖啡口感的同时提升了咖啡的美感，自

己喝咖啡的时候也很开心。”刚开始，孙

苗的老公觉得她这样做浪费时间，到现

在，老公看到合适的图就会发给她。女

儿和她的同学朋友也很喜欢孙苗做的

咖啡，女儿的朋友甚至还发图给大学室

友分享咖啡拉花。

冬奥会期间，孙苗女儿的几个同学来

家里玩。聊天之余，孙苗给她们做了几杯

咖啡。正值冰墩墩大红之际，同学们看着

漂亮的咖啡拉花灵光一闪，询问孙苗：“阿

姨，能给我画幅《冰墩墩》吗？”

孩子们的请求怎么能拒绝？孙苗

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当场搜出冰墩

墩的图片，在大家的注视下，开始在咖

啡上作画。有人盯着当然紧张不少，好

在孙苗相较于开始学咖啡拉花时已经

熟练不少，手也很稳。很快，一只形象

生动的冰墩墩跃然于咖啡之上。

“哇！好可爱！”虽然孙苗第一次画

冰墩墩，但画面非常传神，女儿的同学十

分惊喜，立刻拍照发在社交平台“炫耀”：

这是我朋友妈妈给我画的冰墩墩！看到

孩子们开心，孙苗也觉得十分幸福。

“古人云，人无癖不成活。癖好没有

好坏之分，只要坚持下去，总能从里面获

得一些东西。另外，坚持也是难能可贵

的一种品质。”孙苗说，这便是她制作咖

啡拉花的意义。她一直觉得做一件事坚

持三五天很容易，坚持一个月以至几个

月自己也会很佩服自己，要是坚持一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周边的人就会认为你

是神一样的存在。做任何事都是如此，

坚持和累积会使量变成为质变。

画家用寻常的画笔挥舞色彩，描述

他们看到的世界的模样，而对孙苗来

说，拉花针就是她的画笔。以咖啡为

纸，奶油为墨，简单勾勒出的是属于她

平凡生活里快乐的精神世界。

融媒记者 陈其欣

咖啡为纸 奶油为墨

拉花爱好者勾勒平凡生活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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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建队第一枪 武装革命铸丰碑
下寮成为我市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红色旅游景点

在石柱镇俞溪头村下寮自然村浙

东第六支队纪念广场上，一座 6 米高的

革命纪念主题雕塑笔直耸立，在青山蓝

天衬托下，庄严肃穆，雄伟壮观。

雕塑背景采用永康著名景点五指

岩的造型，正面镌刻着浙东人民解放军

第六支队原支队长应飞的题词。正对

主体雕塑的，是一条由28位老同志的脚

印组成的“光辉足迹”，寓意万众一心跟

党走。纪念碑四周遍植苍松翠柏，象征

着革命先烈精神万古长青。

下寮，以前叫“九里畈”。1948年发

生在这里的一场战斗，把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庄，永远印在了永康革命史

上。这场战斗就是由浙东人民解放军

第六支队成立后打响的第一仗——俞

溪头伏击战。

1948 年 6 月 4 日，根据中共浙东临

工委指示，金义浦游击中队与浙江抗暴

第三大队合编，在永康郎下村(今为象珠

镇雅郎村)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

队，支队长应飞，政委卜明。

支队领导决定部署一场有把握的

胜仗，以尽快打开永康局面。当时，国

民党永康县自卫队常备中队驻扎在灵

岩寺，并以此为据点，在俞溪头一带征

兵、征粮，耀武扬威、欺压民众，还妄图

切断四十四坑游击区与永康中部地区

的联系，钳制游击队的活动。于是，支

队部便决定歼灭这股国民党武装部队，

为今后的活动扫除障碍。

1948 年 6 月 5 日，部队连夜转移到

俞溪头附近的大箬坑，隐蔽下来。6月6

日上午，支队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不仅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还派黄光耀

和胡一鸟前往侦察敌情。

同时，应飞协同八大队副大队长

吴甫新、支队参谋李西京化装成农民

模样，实地勘探地形。随后，应飞等

仔 细 地 把 预 设 战 场 周 围 的 地 形 、地

貌，以及对敌军人员、火力配置、哨兵

交接时间进行预估，并逐段逐片画出

简单的平面图，确定伏击地点，制订了

作战计划。

6 月 6 日午后，国民党永康县自卫

队常备中队从俞溪头村征完粮返回。

在山头负责瞭望的胡一鸟发现后，马上

向山下的部队发出暗号。六支队战士

们迅速按分工进入九里畈南面一座小

山坡的伏击阵地，严阵以待。等敌人进

了伏击圈，吴甫新一声枪响，发出战斗

信号，六支队的机枪、步枪齐齐开火，响

成一片。自卫队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

个个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被打翻在

地，有的往草丛里乱钻，有的埋伏在大路

边架起机枪抵抗。六支队战士们集中火

力，对准敌人连打了几排枪，随后跃起，

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向敌人。自卫队队员

见战士们来势凶猛，吓得不敢恋战，连忙

转身逃命。不到半小时，战斗就取得了

胜利。这一仗共击毙包括国民党自卫队

中队长在内的 9 名官兵，缴获机枪 1 挺、

步枪9支、短枪6支。

当晚，六支队在俞溪头召开群众大

会，将国民党征来的几千斤粮食分发给

贫苦百姓，百姓欢欣鼓舞。俞溪头伏击

战后，在浙东临工委的指示下，路南地

区特派员对党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作

了调整，将六支队主力调至外线作战，

向西南方进军，在宣平、汤溪一带开辟

新区，建立武工队，继续展开斗争。

时间的脚步叩响前进的台阶。上

世纪 80 年代，因杨溪水库建设需要，九

里畈山坳里造起了下寮新村。74 年前，

硝烟弥漫，革命先烈抛洒热血；74年后，

产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生态宜居和

生活幸福的歌声唱响在这片红色沃土

之上。

近年来，通过市武装革命斗争史展

示室和第六支队纪念广场的有机结合，

加上当地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下寮自

然村已成为永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防教育基地、主题党日活动基地以及

金华市党史教育基地，成为我市以武装

斗争为特色的又一红色旅游景点。

融媒记者 吕晓婷 通讯员 卢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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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苗在制作咖啡拉花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孙苗创作的咖啡拉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