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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做好一个新华人分内之事

人物简介
陈健，现任新华制药105车

间精制组组长。1985年参加工
作，进入新华制药厂七车间在精
制组工作至今。33年来一直从
事咖啡因工序的相关工作。他
对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无
私奉献，是公司首届敬业奉献模
范。2017年在技师技术攻关成
果评比中获三等奖，2018年获得
山东省石化系统五一劳动奖章，
2018年获得淄博市有突出贡献
技师。

陈健在巡查车间设备。

一家三代都是“新华人”

2019年8月11日，早上6点20
分，陈健从家出发，早早地来到车
间，检查设备的运转情况。因为，
陈健知道这天台风“利奇马”要来。

就在前一天8月10日9点，台
风黄色预警!下午1点，暴雨橙色预
警!晚上9点30分，暴雨红色预警!
短短一天时间，预警连连升级。这
次台风，陈健感觉有些不同。

“我姥爷、姥娘、舅舅和阿姨都
是新华的职工，记得小时候，一有
刮风下雨，我姥爷就非常不放心，
不管多晚都会到车间去看看。”陈
健告诉记者：“我算是家里的第三
代‘新华人’，他们以前工作中的良
好习惯，已经耳濡目染地影响到
我。现在车间条件好了，一般的刮
风下雨影响不到设备，但是台风要
来了，我还是要来看看。”

陈健不仅从小受家人的熏陶，
还有严师的言传身教。1985年12
月，初到新华制药厂，陈健遇到了
一个好师傅韩立志，他是一个劳
模，曾获得“淄博市新长征突击
手”。名师出高徒，韩立志对陈健
要求很严格，再加上陈健自身的刻
苦努力，很快便掌握了操作要领，
并在短时间内已经能够独立顶岗。

“他不是最聪明的，却是最执着最
认真最叫板的。他比聪明的人更
聪明！”韩立志曾这样评价他。更
让韩立志感到惊讶的是，陈健不仅
精通自己岗位的活，他对组里其他
岗位的操作也十分熟悉。

“当时，师傅就要求我每天提
前半个小时到工作岗位，他自己也
是这么做的，从跟着师傅学习到现

在，三十多年来，我每天都坚持提
前半个小时到车间。”陈健说。

带领精制组走出困境

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成长和发
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济形
势、市场环境等因素，总会不断地
磨砺企业。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实体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健所在的精制组生产面临困难，
收率指标跌至历史最低，班组人心
涣散，时常发生问题。车间第一时
间想到了技术全面、工作务实的陈
健，任命他为精制组组长。

“相信你会带领精制组走出困
境的。”车间领导找陈健谈心时，撂
下这句话。

精制组人员多、岗位多、设备
多，劳动量相当大，而小组收率低，
全组46名员工需要凝聚力量，管理
难度相当大。“干管理，我没经验，
可是这些岗位和设备我熟悉，我带
着大家一起干。”陈健告诉记者。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管理
经验不足，实干，或许是陈健最好
的选择。

从干组长的那天起，陈健工
作更加细致了，他准备了一个小
本子，把每天的工作都一条一条
记录下来，至今他已记录了五十
多本笔记。师傅韩立志的教诲也
时常出现在脑海中，那几年，陈健
上班更早了，每天早上7点钟，他
的身影便会准时出现在精干包楼
的工作现场，当早上8点钟大家陆
续到达小组时，他早已把一至五
楼所有的岗位仔细检查完毕，零

点班出现的情况，白班需要处理
的问题，生产的进度和工作安排，
他全已了然于胸。下午5点下班
后，他也同样把所有岗位再转一
遍，确保每一个岗位都正常运行
后才放心离开。

2013年10月，陈健得了非常
严重的咽炎，说话十分困难，每天
要打4瓶点滴，医生建议在家休养。
可是，当时班组正值收率异常，质
量波动较大时期。陈健每次打完
点滴，就偷偷地往单位跑。“不把工
作安排好，我就没法安心治疗。”结
果回到家被妻子发现了，妻子心疼
地直冲他发火：“为了工作还要不
要命了！”

“待在家里就觉得浑身不得
劲，说来也怪，回到车间，除了嗓子
不舒服以外，其他啥病也没有了。”
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陈健
至今难忘。

陈健不仅对自己狠一点，对工
作也是毫不马虎。

作为班组长，陈建的严是有名
的。他对工艺操作的要求很严格，
对温度、压力的控制要求近乎苛
刻。在温度压力正常范围内，控制
到最佳点，坚决不允许超温超压现
象，这是他对岗位操作员工做出的
硬性规定。车间规定的每班两次
巡回检查，很多职工并不重视，陈
健十分强调当班巡回检查的重
要性。

记得有一年备料岗位的一名
员工在投料过程中因没有做好检
查而少投了一批料，当他发现问题
的时候，这批料已经交到下一个班
组，怕追究责任，他没有及时向组
长汇报而是自己想办法蒙混过关，

给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陈健
彻查原因，从每一批记录入手跟踪
调查当班者，最终查找出了原因，
那名员工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性并承认了错误。

他常对员工说：“进了精制组，
就干好自己的工作，不论哪个岗位
都要认认真真，做到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

别看陈健对工作严格要求，工
作之外，他对同事却显示出了另
一面。

2009年大年初二，有个年轻
职工的父亲突然去世，陈健知道他
没有兄弟姐妹，就主动帮他料理后
事。丧父之痛，深深地打击着这个
同事，陈健便耐心开导他，陪他度
过了那段最伤痛的日子。

陈健对组里每一名员工的家
庭情况都十分了解，他常对员工
说：“咱这就是个大家庭，你们可以
把我当成一家之长，有什么解决不
了的困难尽管来找我，有问题大家
一起解决。”

硬汉也柔情，陈健的细心和暖
心，让整个精制组在繁重的工作劳
动中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转眼间，陈健接任精制组组长
已经十多年。老天不负有心人，从
来没有白白付出的汗水，在陈健的
率领下，精制组现在成了一支充满
凝聚力和向心力，积极向上，朝气
蓬勃的优秀团队。

善于钻研 勇于创新

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源
泉。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在陈健
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到

新技术现场实验，小到班组的小
改小革，他都能“放大招”。

2009年，杜德平主任提出精
制成品母液膜浓缩项目，陈健承
担项目的实验到生产数据摸索
任务，原有工艺采用双效浓缩方
法处理，每天产生120m³左右，
现场在他的主导下通过大量试
验确认可以使用特种膜处理，这
是膜浓缩在新华的初次应用。
从膜的选择、物料的配比、流程
的设计、关键工艺参数的设定、
配套节能点的采取等，他都是现
场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和实施
者。该项目全年总计节约费用
160万元，并获得了公司科技进
步三等奖。

2010年，车间新上树脂吸附
工艺，甲化粗咖套用解析液，粗
咖质量较差，这给班组生产及全
年经济指标的完成带来了很大
困难。那段时间陈健每天加班
加点，亲自进行粗咖投料，仔细
琢磨和研究每批料的投入与产
出，对于高低批号认真分析原
因，对比每批粗咖及解析液的分
析报告，根据水分制定不同的投
料方案，通过近百次的追踪投
料，他终于制定出一套最合理的
投料方案，保证了咖啡因成品
质量。

2011年，陈健在节能降耗方
面又做出了改进，原来蒸发用的
成品母液不经加热直接蒸发，因
温度低而消耗大量蒸汽，他建议
安装一个预热器，用泛汽水加热
至70℃后再去蒸发，每天可节约
20吨蒸汽，节能降耗效果十分
明显。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小改
进，一样收到大成效。这样的例
子并不少见。“工作时间久了，这
些东西自然就懂了，也没什么了
不起的。”只有初中文凭的陈健，
这样轻描淡写地说。

在陈健看来，无论是工作上
的认真与严格，还是同事之间的
互相照顾，都是份内事，也都是
平凡事。他不善言辞，也会对理
解自己工作的妻子，满是感激与
愧疚地说，“我会好好工作，多挣
钱让你们娘俩过得好一些”；他
大胆创新，也会对投料时撒落的
料渣一点点收集起来，他觉得，

“这是咱的劳动成果，可不能浪
费”；他老实低调，也会为了一点
瑕疵而跟施工单位争得面红耳
赤。他认为，“细节决定着产品
质量，也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

文/图 记者 曹连东
通讯员 扈艳华 袁星辉

淄博市人大代表褚全德：

做强富硒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任灵芝
见习记者 赵颖慧

立下愚公移山志，一生坚守
一件事。自担任淄博市人大代表
以来，淄川区龙泉镇韩庄村党总
支书记、村主任褚全德一直和农
业较劲、和贫困抗争，带领群众修
村路、架电线、筑水坝、引导工商
资本参与农村振兴，聚力发展都

市和观光农业，荒山变成花果山、
耕地变成聚宝盆，打造出总面积
12000亩的全省第一个整建制富
硒产业示范镇，农民变成园区产
业工人，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生活，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褚全德
多年来工作在一线，履职在一线。
在努力做好村干部本职工作的同
时，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他
在广泛走访调研的基础上领衔提
出：淄川区龙泉镇“天然适硒”的
金字招牌、深入挖掘富硒金矿、把
龙泉万亩富硒土地充分搞活等建

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他躬耕于垄亩，面朝黄
土背朝天，“俯首甘为孺子牛”，着
眼于富硒产业发展，带领486户
庄稼人开始了深掘富硒宝藏的艰
苦创业史。

富硒园区如何发展？褚全德
通过召开议题式接待，同代表群众
协同议事，确定目标，带领韩庄村
成立了聚相山、穆家湾、月亮湾三
个专业合作社，集中整合耕地，土
地创造的价值翻倍提升。在合作
社里面，种植各种林木果树，让荒
山变成花果山。在聚相山建设数

百个蓄水池，旱田变成水浇田。合
作社里蔬果禽畜和谐共生，大鹅、
黑猪自带“除草”功能和“施肥”功
能，即节约饲料成本，又维持园里
的生态平衡。借助“互联网+”推
广富硒品牌，生产的核桃价格比市
面多好几倍还供不应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
兴最重要、是基础、是保障。”褚全
德在村委建设的治村经验展览馆
专门安排一个章节———“挣钱”。
经过5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富硒行
业为龙头、11个富硒园区为支撑
的富硒产业集群，并且承接了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创新模式试点。“富硒产业是新
兴的健康产业，涉及方方面面，需
要解决的难题非常多，建议上级
主管部门加强富硒产业顶层设
计，制定富硒行业统一标准。”褚
全德牢记代表使命，以“三新”活
动为载体，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项目，把富硒农产品示范基地
建设纳入其中，把淄川一批富硒
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良好、竞争力
强的地区打造成省内乃至全国富
硒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促进富硒
企业集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