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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小汤圆，
郑州速冻食品，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展厅内，静静地摆放着一
件足以载入三全史册的小物
件，一件可以载入中国速冻
食品行业史册的标志性物
品，它就是一台小石磨，三全
集团董事长陈泽民从四川老
家带来的小石磨。

别看这台小石磨貌不惊
人，却见证了三全食品的发
展历史。第一颗速冻汤圆，
通过小石磨的运转，在陈泽
民手中诞生，郑州由此成了
速冻食品的发源地和速冻食
品基地。目前，郑州的速冻
食品企业三全、思念、云鹤、
胖哥等加起来，市场份额占
到全国的60%左右。其中，
三全占1/3。
记者 徐刚领/文 周甬/图

1965年，陈泽民从豫北医专（现新乡
医学院）毕业后，志愿支援“三线”建设，在
四川宜宾深山老林的战备医院一干就是
15年，1979年才调回郑州。

如果陈泽民沿着医学这条道路走
下去，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三全和速冻
食品行业。然而，改革开放的大潮，骨
子里的创新兴趣，决定了陈泽民创业
成功的命运。

“小改小革，我一辈子没有停过。”陈

泽民说，他从小就是无线电爱好者。收音
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
和维修。他还搞过郑州第一台土法制造
的洗衣机。在人们还没有见过电瓶摩托
车时，陈泽民从军工企业的报废材料里找
到一些零部件，组装成一辆三轮电动摩托
车，骑着上下班。爱琢磨、动手能力强，陈
泽民理工男的特质非常明显。

1987年，陈泽民已是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副院长。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

个上初中。要解决他们以后体体面面地
结婚及住房问题，靠陈泽民每月130元工
资是完不成的。

为贴补家用，陈泽民搞起了当时流行
的第二职业，以岳母名义注册了个体工商
户执照，在中州商场开了一家“三全冷饮
部”卖冰淇淋。“当时，我跟邻居借了1.5万
元，其中1.2万元买制冰淇淋的设备，3000
元作为流动资金。生意很好，3个月就还
了本息。”

然而，每年 10月之后冷饮业进入淡
季，让陈泽民很伤脑筋。

身为重庆人的陈泽民有自己动手做
小吃的习惯。调到郑州后，他还从家乡带
了一个小石磨，每到逢年过节都要自己动
手做一些汤圆、凉面等四川小吃，送给亲
朋好友和邻居品尝。凡吃过他的汤圆的
人都赞不绝口。

汤圆是中国的传统食品，但真正把它
变成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很不容易。那时
候，陈泽民天天琢磨，怎么延长汤圆的保
质期？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它能够工业化
生产？总之，就是怎么使这个短腿的、季
节性的、区域性的产品，变成工业化生产
的、便于保存、运输的产品。

1990年，经过反复实验，陈泽民运用

“两次速冻法”，发明了中国第一颗速冻汤
圆，从而改变了汤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使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就是这样一
个小小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汤圆的命
运，也改变了陈泽民本人的命运。汤圆日
后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速冻食
品。中国的速冻食品品种也从一个发展
到现在600多个。

1991年，陈泽民申请了中国速冻食
品行业第一个专利。作为一个个体户，当
时能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难能可贵。

事业刚起步时，陈泽民开着一辆
4000元买来的二手面包车，拉着冰箱、锅
碗瓢盆、燃气灶，到全国各地现煮现尝地
跑推销，产品很受欢迎。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客户们开着车，拿着现款过来，几天

都提不到货。因为陈泽民是个体户，生产
规模小，一天只能做几百斤汤圆。后来虽
然年年扩大生产规模，但仍然满足不了市
场需要。

如何将事业做大？1992年，在改革
大潮的推动下，陈泽民毅然辞去了郑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职务,“下海”成立
了“郑州市三全食品厂”。这一年，陈泽民

已经50岁了。感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富民强国好政策，他将公司和产品命
名为“三全”。

他看到重庆电视台播放了《凌汤圆》
的电视剧，又受到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
烟》的启发，借势发展。“个体户没有钱做
广告，就想着搭电视剧的顺风车，因此，注
册了‘凌’‘三全’‘三全凌’等商标。”

然而，企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虽然
陈泽民当时申请了速冻汤圆的专利，但郑
州乃至全国很多厂都跟着在做，最多时做
速冻汤圆的厂家有38家。陈泽民请了两
个律师，一个一个企业去警告他们。但
“法不责众”，当时的法规对打击专利侵权
也不够有力，缺乏具体措施。陈泽民说，
当时的河南省专利局只有一个老聂，下面

也没有执法队伍，实在管不过来。
专利维持了3年，陈泽民也想开了，与

其把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打假上面，不如
干脆自己练内功吧。况且，当时速冻食品
市场刚刚出现，你一个人吃不下这个市场，
客户拿着现钱都等不到货，为什么不让别
人生产呢？后来，客户来三全提不到货，老
陈还主动介绍说：“谁谁谁有汤圆，你去那

里提货吧。”他认为，企业发展，不怕别人模
仿，而是要不断练内功，不断开发新产品，
汤圆、粽子、面点、馒头……让你们跟都跟
不上，永远跟在后面模仿。就这样，一个小
汤圆带动了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

陈泽民回忆至此，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当
初与他一样做汤圆的大多数厂家，不注重产
品质量，早早就垮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小改小革，我一辈子没有停过”

从卖冰淇淋转行卖汤圆

受马季《宇宙牌香烟》启发巧做广告

同类产品一哄而起，打假打不过来

三全水饺自动化生产车间生产速冻食品的自动化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