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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聽障者有勇氣追夢讓聽障者有勇氣追夢」」
長沙無聲麵包店 兩任德國店長愛的接力

城市繁華，深巷靜謐。湘春巷，是長沙的一條老街，
吧赫西點麵包店就靜靜立於老街一隅。

7年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採訪過這家麵包店。當時的
吧赫西點的門頭並不起眼，外牆還是水泥牆面，僅張掛
一個小小的圓形招牌，店內的裝修也頗為簡潔。
而今，香港文匯報記者再來到這裏，吧赫西點則讓人
眼前一亮，店面外牆全都用白色瓷磚裝飾，與周圍的老
居民樓形成明顯對比，店內裝潢也更為精緻。
記者在現場看到，當天不斷有顧客進店消費，生意

非常不錯。儘管並不在繁華鬧市，但這家公益麵包店
在長沙的知名度並不低，不少市民專程前來消費，在品嘗正宗的德式
麵包的同時，也為公益事業奉獻自己的一份愛心。

德夫婦創辦 德博士接任
2002年，德國夫婦烏韋．布魯澤（中文名吳正榮）和多蘿特．布魯澤
（中文名杜雪慧）來到長沙，參與一個聾啞兒童助學項目，為了幫助聽障
人士融入社會、自食其力，他們明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
理，決心讓他們掌握更多的職業技能，便將德國的烘焙技術引入了他們的
慈善事業，2011年，無聲麵包店「吧赫西點」便在這條深巷中應運而生
了。
十多年來，吧赫西點不僅為聽障人士提供了免費的麵包烘焙技能培訓，
更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共有20多位聽障人士在這裏學會了麵包烘焙，
學成之後，有的還自己創業，開起麵包店，實現了他們自食其力的夢想。
到了2021年下半年，因年歲漸長，吳正榮夫婦決定離開生活了近20年的
長沙回到德國，他們將麵包店轉讓給下一任店長，一場愛心接力就此展開。
接過這愛心接力棒的，是一位名叫馬庫斯．霍夫穆勒（中文名何墨凱）的德國

人。他是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漢學博士，與妻子、中國人哈娜生活在中國，曾在寧
夏銀川一所小學擔任教師。看到吧赫西點正在尋找新店長的消息時，何墨凱正處
於待業狀態。他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義，於是毛遂自薦前來長沙，接任店主，也接下了
這份責任。

學手語畫白板 搭建交流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吧赫西點見到了何墨凱，這位新任店長頭戴麵包師帽、身繫圍裙，正在
給一款芝士蛋糕塗抹奶油，儼然一副專業麵包師的樣子。面對記者的稱讚，何墨凱坦言，他接
手吧赫西點時面臨巨大壓力，他需要學會麵包烘焙技藝，以及如何管理一家麵包店，同時因為
店員都是聽障人士，他還需要熟練掌握手語，才能方便溝通。
對於從教師轉行而來的他來說，這些都是巨大的挑戰，特別是手語的學習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何墨凱說，手語所涉及的詞彙量比普通語言更大，同時手指、手掌、手臂的協調也需要
長時間的練習。這位店長一直在工作中學習，烘焙領域的詞彙諸如「吐司」、「法棍」反而比日
常手語學習得更快。
何墨凱承認，「我還在學習，但進步不快。當我表達不出來的時候，還是會選擇寫。」因此，店裏
掛有一塊白板，當他無法用手語表達的時候，小小的白板和筆便成為他的語言媒介，搭建起與聽障員
工之間的交流橋樑。

創新管理 培養員工做「主人」
接管麵包店後，何墨凱發現吧赫西點原有的管理方式相對落後，大部分的員工都很依賴店

長，都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工作，何墨凱則希望員工們能以「主人」的身份參與麵包店
的各項工作。
「我希望店裏每個人都能參與到管理中來，而不是都聽我一個人指揮。比如每天做哪些產

品、做多少，我們就安排一位後廚負責人來專門處理，如果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再來和我
溝通。」何墨凱表示。
看烤箱是麵包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烘焙時間雖然有鬧鐘提醒，但麵包師傅都是聽障人
士，容易錯過時間，所以以前這項工作每天都是由店長親自負責。「現在我也逐步將看烤箱
的工作分派給員工，因為他們也需要學會看發酵、烘焙時間和溫度，才能夠成為一位合格的
麵包師。我們做了一個值班表，我現在每周只值班兩天時間。」
作為新店長，何墨凱說他最大的願望是將吧赫西點打造成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地方，一個幫助
員工成長的平台。每一位聽障人士都能夠在這裏學到技藝，並有勇氣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因此，何墨凱不僅在傳承前任店長的愛心使命上繼續前行，還通過推行新的管理制度，培養
員工的自我管理能力，鍛煉他們的獨立經營能力。他還鼓勵員工主動承擔責任，勇於面對挑
戰。他認為，只有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員工才能夠學會自我管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吧赫西點的前台服務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新店長帶來的管理制度，讓他們在店裏更有家的
感覺，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做主。

神州神州有有情情
回 訪 系 列之

掃碼睇片

何墨凱表示，吳正榮店長告訴
他，烘焙技藝最重要的環節就是
「看烤箱」。
每天清晨，麵包師揉捏好麵團
裝盤後，何墨凱要將麵團放在發
酵箱裏，保持溫度在 30℃以
上，看着麵團在發酵箱裏慢慢
膨脹，需要仔細觀察判斷麵團
的狀態，是否已經發酵成功

了。
在烤製環節，不同類型的麵包
要放入不同的烤箱，同時需要設
定不同的溫度與時間。像做數學
題一樣，要盡可能地讓每個烤箱
都在工作，盡量減少其空置的時
間。
等到烤製完成，當戴着手套把
麵包從烤箱裏端出來的時候，這

道「題目」還未做完，這時要判
斷麵包是否達到了最完美的狀
態。
通過長達三個月的學習，何墨凱
基本掌握了看烤箱的技能。這段經
歷他至今依舊歷歷在目，「看烤箱
是老吳以前每天早晨親自做的事
情，他把這個教給我了，我也把這
個技術教給新來的學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天，麵包店裏客人來往不
斷，而他們無一例外都要和何墨凱打一聲招呼，彷
彿多年好友一般。
「很早就聽說這家麵包店的店長幫助殘障人士就

業，很欽佩店長，我是慕名而來。這裏的麵包種類
多，味道正宗，價位也不高。」從長沙河西特意來
麵包店打卡的張女士，買了幾個小麵包和一杯咖
啡，對這家麵包店，她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長沙定居後，何墨凱一家最大的感受就是，

長沙人像湘菜一樣熱情火辣，來買麵包的顧客都
很喜歡和何墨凱聊上幾句，問問在長沙生活得好不
好，或是問問前店長的近況。

麥香「郵」四方 小程序上線
這種充滿煙火氣的生活，讓何墨凱一家深深愛上

了長沙這座接地氣的城市，他的妻子哈娜是天津
人，現在也和街坊鄰居打成一片，經常在店裏幫

忙，還研發出各種新產品，如橙子蛋糕、雙重巧克
力芝士蛋糕等，吸引着更多的顧客。他們還開通了
微信公眾號，提供線下點單服務。
何墨凱介紹，麵包店小程序上線。「我們做的產
品可以郵寄到全國各
地，通過小程序下單，
也能幫我們減少不少人
力。」
何墨凱很享受目前這
份工作，能夠為聽障人
士提供幫助，讓他感到
很幸福，而「烤麵包，
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隨着吧赫

西點名氣越

來越大，麵包師學員也不僅局限

於湖南，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聽

障人士都慕名而來。

去年9月，一位來自內蒙古的

聾啞小伙子來到吧赫西點學習，何墨凱不僅

傳授給他製作麵包的技術，還教給他很多烘

焙的理論知識。當他看到學徒在認真思考問

題，並且取得一定進步的時候，他的喜悅溢

於言表。「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因為我之前

是老師，看到他真的在思考，我就會很開

心。」

何墨凱希望學員能「知其然並知其所以

然」，會與學員探討那些「為什麼」的問

題，例如為什麼這個麵包的製作要放糖，是

由於糖不僅僅會使得產品變得甜美，還有着

色、防止麵包衰老等功效。

談到這個學徒時，何墨凱毫不吝嗇對他

的誇讚：「他的手很巧，能吃苦，學習的

時候也沒有遲到過，這種態度是非常重要

的。」

今年4月，長沙愛希會殘疾兒童服務中心

攜手吧赫西點舉辦了「不孤獨的小麵包」活

動，五名孤獨症孩子來到了吧赫西點，近距

離接觸麵包製作的全過程，並親自動手體驗

製作過程。

目前，這樣的活動會在吧赫西點定期舉

辦。何墨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們經常

與福利院、公益機構一起舉辦公益實踐活

動，是希望通過舉辦活動，讓特殊人群更多

地與社會接觸，贏得社會各界的關注，為他

們以後融入社會、生活就業尋找方向。

「很享受這份工作，感到很幸福」

在湖南長沙湘春巷

一隅，佇立着一家別

具匠心的麵包店「吧

赫西點」。這家專為

聾啞人提供工作崗位的愛心麵包店，由德國公

益人士吳正榮夫婦於2011年創辦。3年前，吳

正榮夫婦回國，由另一位德國人何墨凱接任店

長，兩任德國店長之間愛的接

力，讓這家「無聲麵包店」溫暖

了這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各地學徒慕名而來 定期舉辦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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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墨凱在向顧客介紹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琳琅滿目的德式麵包。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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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去相比和過去相比，，吧赫西點店門裝飾已經面貌一新吧赫西點店門裝飾已經面貌一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吧赫西點的小程序已
經上線。

香港文匯報
記者姚進攝

▲香港《文匯報》曾在
2017年4月25日A6版報道
「吧赫西點」創辦人吳正榮
夫婦大愛無疆圓聾啞人麵包
師夢事跡。

用時三月學會「看烤箱」前人教路掌握烘焙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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