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具、布具：准备和布置泡茶、品茶所需的工具

温杯、洗盏：用热水洗、烫工具，目的是清洁、提温

投茶：把一定量的茶叶放入盖碗中

醒茶：让茶叶通过与空气和水的接触苏醒过来，使其香气充分散发

冲泡：用合适的水温冲泡茶叶

出汤：把茶汤从盖碗中倒入公道杯中

分杯：将公道杯中的茶均匀倒入每位客人的杯中

品饮：请客人品茶

收具：品茶完毕，将所用茶具清洁、收起

泡茶共分九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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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编辑刘淑芬 电话 65233688
记者杨 柳 电话 13643799115
记者闫卫利 电话 15137956968
记者何奕儒 电话 18637927388

他想免费学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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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爸咱妈热情高 一起来学茶文化

都说“茶解百毒”
会喝才能养生

求助人：西工区 冯先生 53岁
求助事项
我平时空闲时间较多，想给自己

培养一个爱好，想知道哪里有免费教
剪纸或捏面人的？

■记者跑腿
小记了解到，在老城区正义街与

东大街交叉口有一家剪纸工艺品店，
可以教人剪纸，但剪纸毕竟是一项需
要长期学习的专业课程，所以要收取
一定的学费。至于哪里有免费教剪
纸或捏面人的，小记一时还没打听
到，如果您知道，可以拨打记者电话
13643799115告诉我们。

（记者 杨柳）

茶是好东西，有人
说“茶解百毒”，还有人
说“茶叶是个宝，胜过
冬虫夏草”，可是，一定
要会喝才有养生功效，

否则会伤身。
2月23日下午，“咱爸咱妈老友

聚乐部”的会员们来到洛龙区天元茶
道，高级评茶师梁敬民为大家带来了
一场关于“茶与健康”的公益讲座。梁
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大家收获颇
丰，原本定于4点半结束的讲座，硬是
拖到了天擦黑儿还没人愿意走。

大家都有什么收获？71 岁的
会员朱学贵说：“通过老师讲解我
才知道，老年人是不适合喝绿茶
的，今后不会再乱喝茶了。”68岁的
会员王新安说：“以前喝酒喝多了
会喝绿茶解酒，今天我才知道，这
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知识太
重要了，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亲戚和
朋友们。”

因为这次茶文化讲座座位有限，
很多会员没有报上名，不过大家不用
遗憾，看看今天这期报纸，您即使没来
上课，也会懂得不少茶知识。

求助人：洛龙区 刘女士 50岁
求助事项
我家里有一台上海飞人牌脚踏

缝纫机，现在夹线器坏了，无法固定
线,想问问哪里能维修。

■记者跑腿
接到求助，小记立即进行全城搜

罗，发现老城西大街上有几家缝纫机
修理店，刘女士可以去那里看看。修
的时候不必把整台缝纫机都搬过去，
只把机头拆下来带过去就行了。

（记者 杨柳）

她想修缝纫机

梁老师的精彩讲座结束后，会员
们意犹未尽，围着老师问个不停，他们
关心哪些问题呢？

李先生：为什么酒后不能饮绿茶？
梁老师：因为绿茶中咖啡因含量

较大，在和酒精相互作用后，不仅达不
到解酒的目的，反而会刺激胃黏膜，引
发胃病。

姜女士：一杯茶冲泡几次为好？
梁老师：茶的种类不同，耐泡程度

也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到茶香不再浓

郁时就要换新茶叶了。
马女士：泡茶用什么水比较好？
梁老师：泉水最好，纯净水次之，

一定不要用自来水泡茶。

谭女士：老年人适合喝什么茶？
梁老师：对体质偏热的人来说，当

然是喝绿茶最好，体质偏寒的人应该
多喝红茶，老年人大多体质偏寒，应该
多喝红茶。饮茶也有季节之分，夏季
宜饮绿茶，因为绿茶味微苦、性寒，具
有祛暑之效，冬季最好喝红茶和黑茶，
能暖身活血、养胃健身。

喝茶养生有讲究

绿茶

代表品种：信阳毛尖、西湖
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

属性：较寒凉，咖啡碱、茶
碱含量较大，易刺激神经

备注：胃寒、体寒的人不宜
多喝，晚上少喝，酒后尽量不喝

红茶

代表品种：金骏眉、正山小
种、祁门红茶、滇红

属性：温和
备注：因咖啡碱、茶碱较

少，不会刺激神经，适宜各种
体质

青茶

代表品种：大红袍、铁观
音、武夷岩茶

属性：中性或温性
备注：含有少量咖啡碱、茶

碱，适宜各种体质

黄茶

代表品种：君山银针、蒙顶
黄芽

属性：凉性
备注：因产量很小，是较珍

贵的茶叶

白茶

代表品种：白毫银针、白牡
丹、寿眉

属性：凉性
备注：白茶祛暑的作用，以

陈为贵，俗话说“一年茶三年药
七年宝”

黑茶

代表品种：普洱茶、湖南黑
茶、老青茶、六堡散茶

属性：温性
备注：可长期存放，耐泡、

耐煮，被誉为可以喝的古董，有
养胃功效

茶叶分六类 属性各不同

“他们漂在洛阳”系列报道与读
者见面后，触动了“老漂”一族的敏感
神经。大家年过半百，到陌生城市落
脚、安家，平凡生活中喜忧参半，但父
母陪在子女身边，多是报喜不报忧，
心中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最近，有不少“老漂”向《洛阳晚
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困惑：找不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吃不惯洛阳的食
物，不认识洛阳的路，从外地来的“老
漂”只会讲方言，社交成了问题……

闷在家中看电视成了“老漂”们
最常做的事，久而久之，身体闷出了
病，若是住院，办理外地医保也是麻
烦事。原本打算助子女一臂之力的

“老漂”，反倒成为孩子的负担。
如果你是“老漂”一族，也遇到过

这些问题，如果你找不到属于自己的
朋友圈；或者身在外地，社保问题难
以解决；又或者因为家庭，有一些藏
匿于心，难以启齿的话……都可以找

“咱爸咱妈老友聚乐部”的小棉袄帮
忙，通过我们的跑腿，希望能够改善
你的“老漂”生活，让你身在异乡也能
够感到一丝温暖。

倾 诉 电 话 ：1 号 小 棉 袄 ：
18637927388； 2 号 小 棉 袄 ：
13643799115

（记者 何奕儒）

“老漂”有难请找俺

□记者 杨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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