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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一女职工“被退休”引争议》报道追踪

■记者杜成敏

李法根用布蒙住双眼，手上
1.5 公斤重的刀在 20厘米长的云
片糕上使得轻快自如，每一刀准确
地切到底处又迅速收回，几乎没有
制造出任何声响。

这是在央视播出的2011年中
国杭州塘栖枇杷节开幕式晚会上的
一段表演。李法根用20秒就完成
了这项绝活——“蒙眼切云片糕”。

央视主持人董卿拿起一片，对
站在身边的歌唱家杨洪基说：“杨
老师，看，真是薄如纸片啊！”杨洪
基回应：“而且厚度非常均匀。”

回看这段表演的时候，李法根
摇摇头：“太久没练了，手生，但在
台上发挥得不错。”

切云片糕的刀法，李法根练到
了极致。但李法根眼中的“工匠精
神”，还不仅仅是炉火纯青的技艺，
还有自己家族对一项工艺一代接
一代的情怀和传承——父亲的高
尚人品、自己的精益求精、女儿的
传承创新。

父亲：做食品，先做人，再做事

李法根进入传统糕点行业，是
因为父亲李贵福。

李贵福做了一辈子传统糕
点。从十多岁开始，他就到食品加
工厂打零工，一边烧煤炉一边偷看
工人做糕点，硬是通过这样偷师学
艺，从一名临时工，做到了食品加
工厂厂长。几十年下来，李贵福也
是获得了一身的荣誉。

1979年，父亲退休后，杭州塘
南供销社计划建一家食品加工厂，
先后两次来邀请父亲出山任厂
长。见推不过，母亲就提了一个小
要求：“把我家法根带上。”

当时李法根 15岁，四姐弟中
属他最小，全家仅靠父亲一个人工
资维持，母亲希望他能早点为家里
分担点负担。

李法根很开心，觉得自己能像
大人一样赚钱了。父亲却严肃地

对他说：“到了厂里后，先做人，再
做事。”

就这样，李法根成为了父亲的
关门弟子，但李贵福并没有因为父
子关系而特别照顾他，反而更加严
厉，每天凌晨2点就把他赶起来烧
煤炉。15岁最是爱睡觉的年纪，
父亲却不容他有一丝抱怨：“我就
是这么吃苦吃出来的，不勤快你就
别想做好传统糕点！”

睡不好还是小事，最让李法根
不能忍受的是父亲的“偏心”。李
贵福共8个弟子，对其余弟子他的
态度和蔼可亲，可李法根一犯错，
就非打即骂，弄得他经常眼泪汪
汪：“为什么别人做错就没关系，我
做错就要这样对我……”“都是为
你好，以后你就知道了。”父亲说。

很长一段时间，李法根都觉得
父亲对他的爱已经不在了。直到
有一次，他下班骑自行车摔了一
跤，手都肿了。回到家后，父亲捧
着他的手，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嘴里喃喃道：“你还这么小，就要吃
这么多的苦……”

父亲的愧疚让李法根意识到，
父亲其实一直很宠爱自己，父亲每
次出门，都会记得给他带好吃的。
计划经济时代，难得吃上一顿肉，但
父亲却总是千方百计托人买来给他
吃，自己却就着几粒蚕豆下酒。

父亲对李法根的影响很深，尤
其是人品方面，就像他父亲常说的
那句话“先做人，后做事”。父亲做
了几十年厂长，但一家人过得依旧
清贫。用李法根的话说：“他的思
想太好了，好到有点‘迂’。”

李贵福有胃病，但从来不去医
院。李法根想不通：“你有医保，为
什么不去看病？”李贵福说：“小病
而已，不想浪费国家的钱。”

后来父亲胃病慢慢严重起来，
父亲的最终离世，也是因为胃病。
送去火葬场的那天，工作人员也吃
了一惊：“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就剩
一架骨头一张皮啊。”

李法根泣不成声：“父亲一辈
子为国家做贡献，却从来没享过
福啊！”

坚持手工制作，要把传统
食品做到极致

李法根当了4年学徒，光煤炉
就烧了一年半。

“三分做，七分烧。传统糕点

火候的掌控非常重要。”李法根说。
烧炉的间隙，他学着父亲的经

历去看工人做糕点。“我是真的从
内心里喜欢这个行业。”李法根随
身带着一本笔记本，随时随地记录
配料比、温度、节气……空闲时，他
就抄写父亲的配料书籍，还养成了
每天记日记总结的习惯。

等到可以“上面板”的时候，他
练得特别刻苦。刚开始切云片糕，
1.5公斤重的刀，他拿都拿不稳，一
天下来，手酸得不行，还切得七扭
八歪。父亲跟他说了技巧：“卡住
腰，要有支点……”他回去就整晚
琢磨，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练习。最
多的时候，他一天切了近2万刀，
顶刀面的手指都磨出了茧。

他的“蒙眼切云片糕”的技术，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4年学徒结束后，父亲也再次
退休了，李法根当上了厂长。“压力
很大，我才19岁，厂子不能在我手
上毁了啊。”

好在技术上他找回了自信，他
是厂里的技术能手，水平不输给做
了几十年的老师傅，食品厂也不
大，算上他也就七八个人，除了分
配任务，他和工人一样上午做糕
点，下午去送货。因为勤快，四里
八乡都知道了他，很多老客户甚至
只知道“法根”，而不知道食品厂的
名字。

2001年，食品厂转制，李法根
干脆就用“法根”做商标开始创业。
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李法根意识
到，人们的需求再也不是能吃饱就
好，而是开始追求健康、美味。

这就需要他对产品进行不断地

改良，比如，光一个麻酥糖，要针对
男女老少开发出不同的口味。市场
上走俏什么食品了，也要思考能不
能用传统食品的方法做出来，让别
人始终吃到最满意的传统食品。

在传统麻酥糖的基础上，他开
发出了更香浓的重麻酥糖。2010
年，重麻酥糖及制作工艺被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认定持有发明专利。

李法根始终坚持手工制作，他
说这是一种记忆的味道。“像酥皮
被机器轧过就没有层次感，太实
了，手工的就更松软，口感好，一口
下去，酥皮掉下来，跟小时候吃的
感觉一模一样。”

但是这也影响了生产效率，节
日里为赶着交货，他和妻子经常一
天只睡3个小时。

他精益求精，一个月饼50克，
多了少了都不行，要求必须精准。

2011 年，他创办的杭州市塘
栖李法根食品有限公司迁到了新
厂区，从家庭作坊变成了有100多
名员工的正规企业。生意做大了，
李法根却没有忘记初心，他始终记
得父亲的话：“先做人，后做事。”

多年来，他坚持不用任何添加
剂。要让食品更香，就加芝麻，从
整个工艺上进行改进，而不是简单
地加香精；要做一流的糕点，就不
远千里从特产地购进原材料，用最
好的原料制作；公司所有的员工都
被要求采用手工方法制作产品，他
还制定了一套《法根食品安全条
例》，列入员工考核制度。

“没文化不要紧，我也没文化，
但素质要有。”李法根说：“做企业，
没有坚守的东西，是走不下去的。”

他的这份坚守，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G20杭州峰会期间，杭州市
塘栖李法根食品有限公司被国际
峰会杭州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认
定为峰会食材总仓供应企业。

现在，李法根更多开始考虑技
艺的传承，他与临平职业高级中
学、良渚职业高级中学开展校企合
作培养学生。2016年，他领衔的
工作室被认定为杭州市技能大师
工作室。

“功夫法根”和女儿的创新

在食品包装上印上卡通人物
“功夫法根”，是李法根女儿李婷的
想法。

“小时候看到父亲徒手翻麻饼

的技巧，觉得很神奇，就像功夫一
样，所以就有了这个灵感，传统糕
点要吸引年轻人，还是要符合年轻
人的审美的。”李婷说。

“功夫法根”是一套系列卡通人
物，分别以传统糕点制作手艺来设
计人物形象，如切、揉、推、压等一套
动作，并在旁边附上文字解说。

“消费者一看，这个产品原来
是这样做出来的，吃的时候脑子里
就有一个联想，相当于做了一种文
化宣传。”李婷说。

李婷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
毅然回到老家帮助父亲打理企
业。法根食品现在在天猫上的销
量达到日均1.5万的订单量，就是
她的功劳。

“大学时候就主动去学电商知
识，在淘宝开起了店。那时候，每
天都想着以后公司要怎么做下
去。”李婷说：“小时候，跟着父母做
糕点，对传统食品有很深的感情，
爷爷、爸爸都做了一辈子，现在轮
到我来传承了。”

在李婷看来，传统食品的发展
前景很大，因为它蕴含了很深的文
化底蕴，这是传统食品传承发展的

“法宝”。
“小时候走亲戚，大家都要带

上一包麻酥糖，麻酥糖就成了拉近
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载体。食品，不
在于它本身价值多少，而是它成为
了一个传统民俗文化的符号。”李
婷说，但是传统食品也要传承创
新，特别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
受。她试着用一些年轻化的语言，
写在了包装封面上，比如：“想起古
镇，就想到那样的美食，这就是吃
货旅行的意义……”

她还建议父亲走精细化的道
路。在她看来，父辈开发、改良的
产品为传统食品的发展打下了基
础，但是没有做到精细化。法根食
品的一个酥糖，就有30种口味，却
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核心产品。

“日本的点心很出名，价格昂
贵，但还是供不应求。原因在于精
细化，从制作到包装，跟对待艺术
品一样。”李婷说，“所以我们也在
考虑今后的产品要走精细化道
路。不是只有西点才有漂亮的店
面、昂贵的价格，传统糕点也能高
大上，这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它，并一起为传统食品的发扬光大
而努力。”

一块传统糕点，三代执着情怀
——杭州“功夫法根”家的工匠精神

■江文辉 文 / 摄

随着学龄儿童开学在即，8月27
日，温岭市松门镇南咸田村给孩子们
准备了一场开学前的特殊活动——

“儿童启蒙礼”，以进一步倡导尊师重
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
信，泛爱众，而亲仁……”上午9时许，
阵阵悦耳的读书声从村文化礼堂里

传出，听着孩子们齐声的朗读，让人
仿佛回到童年清晨的诵读时光。18
名穿着汉服的儿童排成两排，面对师
者不时行礼，如同穿越到了古代。

“弯腰，一拜老师。”“教我读书。”

“起，再拜老师。”“教我做人。”“起，三
拜老师。”“永志不忘！”“起。”担任这
次启蒙礼司仪的是来自松门树人教
育培训中心的国学老师冯老师，她根
据活动程序，先是进行了正衣冠，再
是行拜师礼。

在朱砂启智环节，村里请来了在
温岭箬横镇中学教书的潘志法老师
担任活动的师者。只见潘老师用毛
笔蘸朱砂，分别给每一位学童额头正
中点上红痣，意为“聪明记”，并为学
童“指聪点明”。

“这里的‘聪’，就是会用耳朵，专
一听；‘明’，就是会用眼睛，专一看。
要牢记，用好眼睛和耳朵，专心致志，
才能成为眼明、心明、好读书的智慧
学童，同时也让孩子们能够明白入学
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以此激发他们
求学求知的欲望，珍惜读书的机会，
培养他们对知识及传统文化的神圣
感情。”潘老师说。

“启蒙礼”上，还举行了“开笔破
蒙”。潘老师引着学生进入书法区，孩
子们两两相对，在干净的宣纸上书写

“人”字。孩子们头一次闻到了墨香，
头一次写毛笔字，感到非常的惊奇。

七岁启蒙礼，又称为“破蒙”，古
时候也称为“开笔礼”，为中国古代人
生四大礼之首礼，属于中华民族传统
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举行启
蒙礼，是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
启蒙教育形式，也标志着少儿进入了
人生的学习阶段。

■记者冯伟祥

8月31日，严爱莲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日前
已处于正常的上班状态，公司以前停发的工资、
福利和奖金补发了，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
也补缴了。”她对记者连声表示道谢。

严爱莲是文成县高岭头一级水力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一电公司）女职工。2015年，她
在年满50周岁前向单位申请延迟到55周岁退
休。公司认为她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要求
她办理退休手续。随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停发工资；办理养老保险停保和住房公积金
停缴手续；更换她的办公室门锁，并在门上贴上
封条等。

2016年7月9日，本报在星期刊1版以《文成
一女职工“被退休”引争议》为题对此事件刊发了
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严爱莲于2016年7月上旬向文成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公
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履行劳动合同争议案，并于
同年10月8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双方当事
人继续履行2001年 5月10日订立的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高一电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给付严爱莲2015年8月至2016年7
月的工资、福利和奖金69841.62元；高一电公司
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规定补缴严
爱莲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应由公司承担部
分的社会保险费。

高一电公司不服裁决，向文成县法院提起诉
讼。文成法院立案受理这起劳动争议案后，对该
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李法根（右）和女儿李婷在展销会上。

温岭文化礼堂上演“儿童启蒙礼”

“开笔破蒙”环节，潘志法老师教孩子们正确的毛笔握姿。

“有工作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