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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看著父親林榮俤兢兢業業地

經營著鐘錶店，林政良形容，

父執輩的工作是「早上十點開

門，晚上十點打烊，敬業又樂業

地守著一家店等著服務上門的客

人。」日後，他接棒家族事業，

繼承了父親對鐘錶業的熱情，同

時也思索著如何在傳承的領域裡

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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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鐘錶眼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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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動為主動

林政良觀察，父執輩的敬業，值得效

法，但是，若沒有管道跟同業交流技術資

訊，是無法提升經營技巧的。

由於臺灣鐘錶修理業長久以來採取

師徒制模式傳承，而師徒制往往是私相

授受，如果老師傅留一手，就可能產生

技術斷層的危機，尤其在鐘錶業第二代

普遍不願意接棒的情況下，技術與人才

往往更難以薪傳。也因此讓林政良深刻

體認到鐘錶修理的深層危機，來自技術

和人才的斷層。

「商業環境變化極大，需要更多新的

觀念和作法，否則這個行業就會變成夕陽

行業。」林政良說。

受到母親林黃淑貞「取之於鐘錶業，

應該回饋給鐘錶業」的勉勵，林政良從民

國95年起，先擔任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

工會理事長，隔年又當選中華民國鐘錶眼

鏡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而後他

將時間與心力投注在工會事務的推動上，

希望為鐘錶和眼鏡行業注入新活力。

加強職能訓練

接手工會之後，林政良思索如何打

破職業工會的傳統功能，他說：「很多夜

晚，我埋著頭寫企畫案，直到窗外透入曙

光，傳來鳥鳴聲，一抬頭，才發現已經是

早晨四、五點了，趕緊回家補眠。」

在林政良的堅持與推動下，工會開辦

了鐘錶技術訓練、驗光配鏡門市管理訓練

等課程，並且增加了勞工職能專業訓練、

技能檢定、職業證照認證工作和勞工就業

媒合等各種新的職能，讓工會由以往被動

幫會員辦理勞健保等行政事務，轉為主動

提供會員職涯服務，會務人員也從過去的

四個人，一舉擴增到八個人，提供更多元

化的服務。

林政良表示，會員原本就渴望有機

會進修鐘錶修理的專業技術，以及門市服

務，透過工會開辦課程，讓大家走出單

店，同業間共同交流與學習，是自我成長

很重要的管道。

考量到科技化的新趨勢，林政良也推

動工會開辦電腦網路課程，如網路購物經

營行銷班、網路購物產品攝影暨影像編修

實務班等，以培育會員新的技能，對應消

費趨勢與商業環境的變化。

建立專業人才培育機制

在加強會員職能技術外，林政良也期

許鐘錶修理行業應該有產學互動的聯繫，

因此，他目前致力促成中華科技大學能開

辦相關科系，讓鐘錶修理業打破師徒制度

的僵局，建立人才培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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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林政良嘗試推動工會能夠將寶

島鐘錶的考核與進修制度，轉化為鐘錶業

修理師傅行業共同的證照機制。他說，目

前業界培育機制最健全的是寶島鐘錶，它

設有十七級考核與進修制度，鼓勵修理師

傅精益求精，林政良希望能夠透過寶島鐘

錶提供師資與進修機制，為整個鐘錶行業

建立進修與證照制度，由工會來承辦證照

認證。

他說，雖然這套機制是寶島鐘錶的品

牌資產，但是，若能夠轉化為行業的證照

標準，不但寶島鐘錶的內規，可以受到社

會大眾肯定，深化寶島鐘錶的品牌價值，

而對整個行業來說，更能建立技術認定的

平台，同時打開技術進修的管道。

林政良認為，新的「職業訓練法」通

過後，經由勞委會認可的職業工會所訓練

出來的人才，不但可以得到核發證照，而

甲級和乙級技術士證照分別比照大學、專

科學歷遴用，此舉不但有助於鐘錶行業建

立市場秩序，同時也能提供消費者更專業

的服務。

以身做則

除了鐘錶行業外，林政良對於眼鏡業

也用心良苦。他說，工會從民國47年成立

以來，就是鐘錶和配鏡兩個行業同在一個

工會，這個現象在職業工會生態上極為獨

特，也因此他不希望兩個行業在他任內分

家。他強調：「讓這兩種行業維持在同一

家，是我的歷史責任。」

為了取信會員，他甚至花兩年時間

修讀苗栗仁德醫護專科學校二專視光

科，並取得丙級眼鏡鏡片製作技術士證

照，「會員就不會說我不懂配鏡行業，

反而能夠體會到我對配鏡行業的用心和

誠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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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驗光師的權益，民國97年

「驗光師法草案」於立法院審議期間，林

政良發動三千名驗光師，表達對驗光師法

草案的修法意見，並參予立法公聽會。他

表示，驗光師都希望此法能順利通過，讓

驗光配鏡擁有職業證照，提升專業水準和

地位，不過，最核心的關鍵是老驗光師的

「落日條款」；由於老驗光師擁有豐富的

配鏡驗光經驗，卻不擅長證照考試，若能

給予通融，允許他們可以在較長時間內考

取證照，自然能夠打通草案的癥結點，推

動草案過關。

此外，中華民國鐘錶眼鏡職業工會

全國聯合會從民國97年起，開始承辦全

國技能檢定丙級眼鏡鏡片製作技術士的

術科測試，讓驗光師能以更專業的技術

服務消費者。

任重道遠的歷史責任

猶如滴答走的鐘錶一樣，林政良時刻

不鬆懈，隨時上緊發條，在推動工會會務

工作外，林政良同時構思著如何擴展工會

的多角化經營，因此，這兩年之間，另外

成立了第二專長協會、國民旅遊與創意生

活發展協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老

弱婦孺關懷協會、生活環境關懷協會等。

其中，第二專長協會希望協助會員培

養轉業的謀生技能，國民旅遊與創意生活

發展協會可以規劃與統籌會員的旅遊休閒

活動，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可以用來

發展鐘錶眼鏡的創意文化，老弱婦孺關懷

協會用以著手規劃年長會員的長期照護

與會員子女的托育服務，生活環境關懷

協會則可以關注鐘錶電池附件、環保材

料等議題。

林政良解釋說，工會原本只有勞委

會一個官方窗口，根據會員的不同需求，

籌辦各種協會，可以建立與內政部、經濟

部、環保署、經建會、青輔會、文建會、

交通部等各單位的溝通管道，可以取得政

策資訊和資源，同時，透過協會的運作，

活絡相關領域的人才與資源，為鐘錶和眼

鏡產業注入新活力與新思維。

對於未來，林政良充滿熱情，他更打

破台北市、高雄市和台灣省鐘錶眼鏡業職

業工會理事長輪流擔任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的慣例，續任第四屆理事長。他說，「我

感覺到點點滴滴的付出，已受到會員莫大

的肯定」，然而，任重道更遠，他會更加

倍努力，擴展工會功能，提供會員更多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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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畢竟廚房是做吃的，要對消

費者的健康和安全負責，不能開玩笑」。

不過，李家成逐漸體會到世代差異，他以

食材生動比喻道：「他這一輩的學徒，

就像皮蛋，不怕打罵，遇到挫折反而能

夠越彈越高，相對的，年輕一輩的學徒

與學生，就是雞蛋，一打罵，就請假、

辭職」，因此必須採取不同的管理和教

育方式。

如今，他改用「養鴨子」理論來對待

學生，他解釋說，教學生要像是養鴨子，

要想辦法趕著整群鴨子，讓落後的鴨子也

跟上來，要養肥鴨子，得費各種心思，不

能捏痛他們，給予肥料和照顧之後，只能

保持耐心，等候他們自己慢慢長大，一切

都急不來。

時刻自我砥礪　成就顛峰

儘管已是得獎的常勝軍，更時常擔任

學生比賽的評審，李家成為了砥礪自己，

他會自我要求每年去參加一場大型廚藝競

賽。李家成說，很多同業看到他仍在參

賽，都勸他不需要再去了，不過他認為，

參賽是一種自我砥礪的方式，得獎不是目

的，最重要的是督促自我、挑戰自己，並

透過與同業的競爭與觀摩，提醒自己不斷

進步提升。

除了料理，李家成另外一項專長是冰

雕。他曾遠赴日本、哈爾濱參加戶外冰雕

比賽，三天兩夜的賽程裡，不僅要有大型

雕塑的技術和美感，更需要好體力。創作

時也必須要考量到戶外氣溫和冰塊硬度。

李家成認為，儘管冰雕看起來跟廚藝毫無

關聯，但對藝術的追求，仍能成為廚藝的

養分。

李家成解釋說，烹飪不只是對食材的

掌握，廚師也必須要懂得藝術，這樣才能

具備美感，懂得如何運用食材去配色，如

何在小小的盤面呈現出擺盤佈置。此外，

好廚師也必須讀文學作品，才能擺脫陳腔

濫調的菜名，取出具備巧思的菜名，因

此，他總是鼓勵學生要多看書、多看展，

懂得欣賞藝術和文學，美學素養自然能夠

成為廚藝養成的底蘊。

李家成總結自己養成廚藝的方法，

就是「停、看、聽」，所謂的「停、看、

聽」，就是到各地尋覓巷弄內的美食，多

吃好味道，並且要多去參加比賽，多去美

食展觀摩，並且虛心向人求教。

「當個好廚師，是我的興趣，而不僅

是工作而已。」李家成說，他期許自己不

停下前進的步伐，在中餐和日式料理界，

精益求精，磨練廚藝，讓美味料理成為他

一生追求的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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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陳婉箐
圖片提供 沙鹿就業服務站、左營就業服務站

二○一二年五一勞動節全國模範勞

工及績優勞工志工表揚大會，在就

業服務站擔任志工的張月盆與鄭瑞

章皆獲表揚，他們在退休後投入志

工服務，體驗到助人最快樂。
失業時心情總是苦悶的，如果有人在這時候

陪在求職者身邊，聽聽他們的心聲，給予適當的

建議，不但能讓求職事半功倍，也能紓解內心壓

力。全臺各地設置的就業服務站，就肩負這樣的

使命與功能，今（二○一二）年五一勞動節全國

模範勞工及績優勞工志工表揚大會，更有就服站

志工入選。

傾聽求職者心聲  陪伴走過低潮

就服站志工  助人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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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這位母親來找張月盆道

謝，開心地說兒子媒合到中部高薪職務，

自己也到學校當愛心導護媽媽，原本緊張

的母子關係轉變為相互扶持。這次的經

驗，讓張月盆深深覺得，要鼓勵勞工敞開

心胸、多方嘗試，「其實世界是很美好

的！」

張月盆觀察到，金融海嘯過後，就

業率原已改善，但最近有家企業大幅裁員

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三、四十歲的婦

女，家中還有嗷嗷待補的小孩，她們來領

失業給付金時，臉上寫滿恐慌，迫切地要

找到工作。看在為人母的張月盆眼中萬般

不捨，除了盡力替她們媒合工作，也勸說

「先求有再求好」。

求職者難免心裡不平衡，張月盆應

對這些負面情緒，常跟待業朋友說，「地

震也是無預警的，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

生，無法改變大環境，就要改變自己。」

她希望求職者要樂觀看待人生。

沙鹿就服站志工張月盆：

「無法改變大環境，就要改變自己。」

在沙鹿就業服務站服務五年多的張月

盆，今年接受績優勞工志工表揚。以往在

百貨公司工作的經驗，讓她更能以親切的

態度，把求職者當成朋友般關懷，協助

他們找工作，而她自己也因助人而感到

更快樂。

沙鹿就業服務站主要服務中彰投地區

的求職者，鄰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中港

加工出口區、梧棲工業區等地，大部分屬

於勞力付出的工作。

張月盆退休後，每周固定到就服站兩

個早上，擔任引導志工。她總是先了解勞

工本身的需求與能力，再給予建議。像是

身心障礙朋友，除了精神上的支持，也會

留意有保障身障工作機會的公司，以促進

就業；針對中高齡勞工，她則會依據勞工

技能和興趣，再建議工作性質。

在媒合經驗裡，張月盆印象最深刻的

是，曾有一位年約30歲的高學歷男子，在

母親的陪伴下，一起來到就服站。詢問後

得知，兒子打算出國進修，辭去台北的高

薪工作，但父親猝逝，讓母親無法承受，

擔心無依無靠，硬拉兒子返鄉到就服站找

工作。了解事情原委後，張月盆慢慢開導

婦人，不宜將自己的願望加諸在孩子身

上，要試著規劃自己的人生。另外，張月

盆也力勸男子，要體諒母親，以他的好條

件，不妨在中部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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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就服站志工鄭瑞章：

「小小力量，推動更多愛心」

同樣獲選為績優勞工志工的鄭瑞章，

目前在左營就業服務站服務。他是小學

退休老師，以前輔導學生，現在開導求職

者，以循循善誘的方式，傾聽勞工朋友的

心聲與需求，進而協助他們找到理想工

作。

鄭瑞章表示，自己當了一輩子的公

務員，原本完全不了解社會中多數勞工生

活，因此退休後決定加入志工行列，希望

藉此觀察社會百態。除了在就服站服務之

外，也擔任法律志工，提供民眾勞基法相

關問題諮詢。

回想起二○○九年莫拉克風災發生

後，高雄縣山區受創嚴重，鄭瑞章於災後

便到仁武、鳥松軍營收容中心安撫災民，

陪伴他們走出傷痛。為了幫忙災民重新就

業、重振家園，鄭瑞章協助他們填寫就業

調查等資料，以利政府單位媒合工作。這

段期間的服務經驗，讓鄭瑞章深深了解到

弱勢民眾的需求。

鄭瑞章忍不住替勞工發聲，他說現行

制度，每月工作時數為184小時，但加班時

薪卻是用月薪除以240小時計算，無形之

中，加班時薪比正常時薪低很多；舉例來

說，如果月薪兩萬元，加班時薪甚至不到

一百元，相當不合理。也因此有雇主利用

這點，減少聘用員工人數，本來可以聘十

人，改聘八人，讓這八人常常加班，以致

於健康亮紅燈。

他說，來就服站的大部分都是中高齡

失業者，除了本身工作技能缺乏之外，體

力難以負荷須長期加班的工作，也是一大

原因。很多中高齡失業族群想轉業，到職

訓局學習電腦技能，但實際上的確較為吃

力，鄭瑞章會盡力輔導，也不忘鼓勵他們

從先前的上班經驗去找工作。

鄭瑞章就成功媒合一位失業司機，

原本他到職訓局學電腦繪圖，但沒有基礎

較難入門，後來建議他到一家工廠開堆高

機、整理貨物，現在收入已不成問題。

從備受敬重的老師，到隨時伸出援手

的志工，鄭瑞章懷抱著無所求的態度，幫

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他覺得自己得到的

比付出的更多，希望透過自己的一份小小

力量，可以慢慢推動更多愛心，讓社會更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