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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浙商

“沈总这一生真的很不容易！”昨天中午，钱江晚报记者赶到位于笕桥的丹青墨缘画廊，万事利集团总裁、沈

爱琴的女婿李建华一身白衣，和大家一一打招呼。

8 月 2 日凌晨零点 36 分，这位眉眼充满笑意的老太太平静地走了，享年 71 岁。她很安心，因为万事利早

在4年前完全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屠红燕，这几年在家画着国画享受生活的她已经没有牵挂。

万事利员工都习惯喊沈爱琴为“老板”，即便她已经退位好多年。当然这个称呼意味深长，毕竟对万事利来

说，沈爱琴是那个一手缔造的人。在昨天举行的小型追思会上，大家对老太太的怀念说也说不完。

她是白手起家的一代浙商、敢拼肯吃苦的女中豪杰、中国丝绸业的领军人物

万事利创始人沈爱琴走了
本报记者 曹婷婷

出生丝绸世家，依然白手起家
一代丝绸大咖，绝非偶然

沈爱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

万事利集团创始人沈爱琴有着太多耀眼的

头衔，但对她来说，她人生最光辉的印记都

和“丝绸”分不开。在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任

期，她为全国 3000 万丝绸行业从业人员呐

喊疾呼，最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特

别加入“丝绸”二字，促进了丝绸产业的发

展。

1946 年 12 月，沈爱琴出生在杭州市笕

桥镇农村的蚕桑世家，沈家当时可是大户

人家，而且祖辈都干丝绸这行。大家可能

知道，笕桥古称“茧桥”，南宋时因是杭州

的蚕茧交易中心而得名，是丝绸之府杭州

的两大生产中心之一。沈爱琴的童年可以

说就是和桑蚕事联系在一起的。但她出生

时正逢战后，原本的大家族经济衰退，所以

她根本没机会过上大小姐的生活，而是早

早 肩 起 了 生 活 的 负 担 ，从 小 跟 着 家 人 养

蚕。对于大家族来说，产业是必须传承的，

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沈爱琴之后自学医

学，当过赤脚医生。

真正让她从事丝绸这个行业的，是一个

偶然的事件。

1974 年，笕桥公社决定筹建笕桥绸厂，

沈爱琴能干，人又正派，自然被看中了。然后

她就被时势推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她带了

22 位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在只有几间破旧的

平房、17 张国营大厂淘汰的原始铁木织机，

和外加一堆债务的情况下，创办了万事利集

团的前身——杭州笕桥绸厂。

回忆当年的艰辛，沈爱琴在2005年回答

一位杭州高三女生关于创业的疑问时是这样

说的：“1975 年，我刚到而立之年，那时厂里

只有 22 名工人，几台老掉牙的旧机器，4 万

元资金，7 万元债务。但我心里有坚强的信

念，觉得工厂一定能办好。”

为进王府井百货立“军令状”
不试一把，怎么知道不行

沈爱琴还特别回忆过自己创业初的

故事。

“我自己并没掌门人那种风光，既是厂

长，又是销售员。有一年临近年关，为了推销

厂里唯一的产品丝绸被面，我撇下幼小的女

儿，和几个姐妹肩挑背扛，天南海北跑。饿了

咬一口冷馒头，困了就在长途车站、广场睡一

宿。那时很苦没钱，别说坐出租车，就是公交

车也嫌贵，但我们一心想把产品放到王府井

商厦的柜台。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工厂当年

就获利了。”沈爱琴说。

王府井百货大楼作为当时的全国第一百

货大楼，在计划经济时代可是非常难进的。

当时，对方一看笕桥绸厂的出品，就一口拒

绝，毫无余地。沈爱琴拿着当时计经委的批

文，一边将样品一一展开给对方看，一边承

诺：“这是轻工业部和浙江省优质产品，能不

能让我们在柜台上试卖三天？三天卖不动，

我们从此不进北京城，而且三天内顾客可以

无条件退货。”沈爱琴的这番自信和坚持，让

对方勉强同意。结果只卖了一天，万事利的

丝绸样品就卖空了。

打进了王府井百货，对沈爱琴来说，就

是打通了一条重要的道路，之后的西单商

场、东安市场和北京其他市场就容易多了。

之后又回到杭州市场，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

杭州市场站稳了脚跟。对她来说，杭州是

家，也是企业的根基。

昨天，跟随沈爱琴 30 多年的老员工、当

年的秘书蒋玉林对钱江晚报记者说：“我跟着

沈总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那时候和她一起

跑业务、烈日下骑着三轮车，那种辛酸苦辣，

外人怕是难以体会。她太能拼了。”

豪放个性让她懂得放手
4年前就把家业交给了女儿

其实，沈爱琴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视健康

的人。

15 岁学医、有着 8 年行医经历的她，

比 一 般 企 业 家 更 明 白 员 工 健 康 的 重 要

性。从办厂开始，沈爱琴每年让企业骨干

去体检，并提醒大家有病要早治。后来，

连总裁、经理的肥胖程度，沈爱琴都要过

问。“我自己有过一次教训，年轻时超负荷

承 担 企 业 和 家 庭 的 责 任 ，40 岁 就 得 了 严

重的肝病。”一面工作一面吃药让她更深

体会到健康的重要，“对企业家来说，该赚

的钱一定要赚，不能放过机遇，但不该赚

的不要强求。”

当然对她来说，最让人宽心的还是接班

人问题早已解决。2012 年 1 月，沈爱琴将一

手创建的企业全权交由女儿屠红燕管理。其

实早在 2005 年时，她就已经在培养女儿了，

比如一开始就让屠红燕读企业管理类学科，

毕业后并没有马上让她回公司，而是把她送

到日本一家大的纺织服装公司研习了一年。

在日本的时候，屠红燕从最底层工人做起，从

打版车间、缝纫车间到品控部，逐渐熟悉了纺

织服装业的整个生产流程。

而作为女婿，李建华告诉我们，就在老太

太临终前家里还开过一个会。她对每个人都

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母亲说我是一个勇于创

新的人，她自己就一直在寻求变化。当我对

她说，我们又研究了一种用丝绸做的纸时，她

的欣慰远远超过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也答应

她，万事利一定能成为中国丝绸的骄傲，我愿

意为此奋斗一辈子。”李建华说。

当很多第一代浙商还在纠结接班问题

时，沈爱琴早已开始享受和外孙、外孙女一起

玩的天伦之乐，喝喝茶、看看书，在家里画画

国画。豪放的个性以及企业要民主化管理的

理念，让她懂得适时放手。给女儿机会，也是

让自己轻松。

交接时再三嘱咐抓丝绸主业
万事利终成成功转型的典范

就在去年步鑫生去世时，钱江晚报记者

采访过沈爱琴。“花圈是一定要去送的，我对

他充满了敬佩。”沈爱琴记忆清晰，和记者回

忆了自己和步鑫生的一些故事，“他是二轻企

业起家，我们是乡镇企业起步，当时我们杭州

几个企业家对于海盐有这样的企业都感到很

惊讶。”沈爱琴说。

当年朱镕基总理曾说沈爱琴是个宝。女

儿屠红燕说到妈妈也是充满自豪，她说妈妈

有拼劲、有闯劲、有决心、有毅力：“母亲常说

她有两大志向，一是中国农民摆脱世代吃苦

受穷的命运；二就是为中国丝绸辉煌做贡

献。”而在李建华眼中，岳母有过人的胆识和

远见：“当初在交接时，她就再三嘱咐我们要

抓丝绸主业，要把传统产业提升到文化创意

产业的高度。”今天看来，万事利的确是转型

成功的浙商典范。

沈爱琴很节俭，但对身边的人很有情

义。蒋玉林说，沈总在路上看到熟人，就会立

刻停车把人捎上，而李建华也特别提到，她每

次都“嫌”他给自己父母的钱太少：“多带些钱

给你父母，让他们心里踏实呀。”每年老人家

最大的花销就是请老员工们吃饭，让大家一

起开心过年。

万 事 利

集 团 的 前 身

笕桥绸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