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圆里的美丽人生

编者导语：他50岁才开始创业，遭到全家人反对，在此之前，他是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事业蓬勃。他仅仅花了10年时间，将自己的企业打造成行业龙头，他说：我没有什

么遗憾，只有欣慰。他是第一颗速冻汤圆的发明者、中国速冻食品的开创者陈泽民，他掌舵

的“三全食品”，在各个商超的速冻专柜里都有踪影。

“三全凌汤圆，味美香甜甜。” 多年来这段广告频繁的出现在各个电视频道，这个牌子

也逐渐变得家喻户晓。

但其实，这家企业的历史并不长，其创始人陈泽民五十岁开始创业。从1990年第一颗速

冻汤圆诞生到现在年销售额超过19亿元；从只有单一的速冻汤圆的小厂，到现在拥有四百种

产品，仅用21年的时间。

这可能只是刚刚开始，陈泽民说，三全要做百年老店。

了解陈泽民的人都知道，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得益于前五十年的积累，也更决定于陈泽

民敢做敢为的性格。

天命创业



五十岁，应该是守业的时候，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个岁数开始再打拼。在知天命的年龄创

业，这可能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陈泽民偏偏就是这样。

在创业前，陈泽民是郑州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家庭幸福、事业蓬勃，拥有一个五十岁

男人应该拥有的一切。

但是他却觉得这样的日子很不充实，时间被浪费了。虽然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一

个月仅一百多元的工资不能够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时代造就英雄，1989年，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他萌生了下海的念头。身边一批

做生意的朋友逐渐富了起来。于是，陈泽民毅然放弃已有的地位和荣誉——下海经商。

陈泽民绝对算是白手起家，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一万五千块钱是向邻居借来的。他用一

万二千块钱买了个冰淇淋机，另三千块钱作为买原料的流动资金，在商场租了一个柜台，成

立了一个冷饮部，叫“三全冷饮部”。之所以叫三全，是为了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于肯动脑筋，积极创新，三个月就把借款还了。然后，陈泽民就开始扩大再生产搞批

发。场面红火，为了进到货，很多人半夜就来排队。

后来他又发现在上海有一种冷狗牌夹心冰淇淋很畅销，但是引进生产这样的设备就要十

万元，这个对于刚创业的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陈泽民搞清楚原理，一分钱没花，用原来做

冰糕的盐水槽生产出来夹心冰淇淋。这项技术就是二次速冻法，这也为以后的速冻汤圆奠定

了基础。

““““抠””””出来的亿万富翁

后来国营厂的夹心冰淇淋出来以后，陈泽民感到无法竞争，决定退出去开发新的蓝海。

陈泽民是重庆人。重庆的汤圆是包出来的，北方的元宵是干面渲出来的，口感不一样。

郑州人叫元宵，没吃过南方的汤圆。陈泽民就开始打起了主意。

由于买不起价格高昂的设备，陈泽民又开始发明创造，将生产冰淇淋的设备做了改造，

技术就是夹心冰淇淋的“二次冷冻法”。于是，第一颗速冻汤圆在1990年诞生。

汤圆一上市就开始热销，市场需求量太大，仅靠三全一家的产能根本跟不上。一时间郑

州38家企业开始效仿，这也带红了整个产业。

陈泽民其实很“抠”，如果说他成功的经验一是靠爱动脑筋，另外一项就是“抠”。在原始



积累阶段，除了土造的设备，就连厂房，也是他自己带着工人自己盖起来。

正是这个“抠”字逼着他去创新、创造：不买贵重的设备，也不在厂房上花费太多的资金，

这就给他创造了更多财富。

陈泽民自己也说，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创业习惯，一定要等到什么都具备。但是他不是，

正是在一开始没有耗费很多的资本去添置设备，三全才可以那么快的发展起来。

出身贫寒的““““发明家””””

为什么陈泽民总能想出点子去制造机器？他本身不是工程师出身，这对于一个医院的副

院长来说太过于神奇。

陈泽民出生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小学生时期，利用课余时间上街捡废品支援国家建设。

后来走向农村、下工厂参加实践，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初中时，对无线电的兴趣让他开始成

为一个“发明家”。从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录音

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和维修。想了很多的心思搞发明，潮汐发电、半导体的发电、农机

自动收割机、万能车床、超声波……

再后来，他去了“大三线”支援建设，跟着一批同学盖起了医院，给当地病人治疗各种疑

难杂症，成了一名外科医生。

为了方便照顾家人，他从“大三线”调回郑州第五人民医院。由于对于电子设备精通，他

居然把一台报废的精密 X光仪器修复一新，还用业余时间发明了很多的医疗设备，例如自

动皮试机等。

在创业之前，陈泽民已经是郑州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但他却觉得业余时间没有充分

利用，太可惜。

转变

刚开始创业遭遇很多阻碍，但是陈泽民想好了，就干。

“开始的时候落差很大，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很好，我又是医院的副院长，职位也不低，

都是大家来求我办事。但是自从我下海以后，我的身份转变了，什么事都得求别人。”陈泽

民描述当初的境况。



并且，陈泽民的家人对他的创业并不支持，反对的声音大。家人都认为他是不务正业，

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你快五十岁了，工龄快三十年，马上就可以退休。”也有人建议他

病假休息半年，自动转入劳保系列。

但陈泽民没有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他决定断了后路，背水一战。“等下去可能会失去

机会，有后路的话，也不会破釜沉舟。没有退路可走，只能往前冲。没有条件，没有钱，都

是靠自己有动力去创造条件。”

陈泽民又开始每天睡不着觉，不断地想发明，改良设备，改良产品，为了让跟随者，跟

都跟不上。

你越是不想赚钱，结果你越赚钱

把心放在产品上是陈泽民的生意经，他常挂在嘴上的话是，“你越是不想赚钱，结果你

越赚钱。”为什么？他说，要把思想用到产品上，用到怎么为消费者服务上，用到食品的安

全上，这样有了好的产品，有了好的市场，自然而然就赚钱。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也因为他就这样做了，虽然三全没有设备，也没有厂房去抵押。

银行却主动给了贷款，财神上门了。

1995年，银行看到三全食品厂门口，各地的车辆带着现金来提货，没货！要久久排队，

有的还要等十几天。银行行长和信贷科长看到生产销售的旺劲，对陈泽民说，尽管你不符合

贷款的条件，我们还是根据你的定单，根据你市场的销售情况，考虑给你贷款。

面对这样的财神爷，陈泽民却又犯起了“抠”劲，他没有排场招待。在银行行长考察了企

业后，陈泽民请他吃了十块钱一碗的烩面。

有人说，银行肯定不会给他贷款，银行的行长来了，却这样给打发走。而陈泽民心里想

的则是，要赶紧回去搞生产。

这种朴素的精神反倒坚定了银行贷款的决心。行长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个不要

任何担保，任何抵押，就凭信任的贷款。

专注主业做百年老店

在三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除了经营主业，还搞多元化：搞

资本运作、搞房地产，用不安分的跳跃式发展快速追赶三全，成了三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十几年来，陈泽民只做速冻食品，三全的扩张之路是否太过保守？陈泽民用了一个比喻，

叫做“滚雪球似的发展”。

没搞过多元化，陈泽民不遗憾。在他的观念里，要打造百年老店就要专注主业。

“如果我把精力用到其他方面去，那主业肯定要受影响。现在把精力、时间、财力全部

集中到主业上，天天动脑筋，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陈泽民说。

“如果在主业上还有发展的空间，我还是要围绕着主业不断地发展。如果在能力富余的

情况下，我们主业已经达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也许我会介入其他的行业。”陈泽民并没有把

话说死，“那就是到时候看，起码近几年我们不会搞别的行业。”

“也许有人说我是保守，但是我说最关键的是持久。”陈泽民对他的创业之路是这样总结

的。“搞什么事都要专注，以小博大，什么大事都是从小做起，从基层做起，一点一点，不

要贪大求洋，不要好高骛远。这样的话，稳中求快，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稳字当头，一步

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不要冒进，要稳稳当当。”

不留遗憾

如今，作为三全食品创始人的陈泽民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把接力棒交给了两个儿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全是传统的家族企业，

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都把陈泽民叫做陈师傅。他对员工都是手把手的教，但是发展

到上万人以后，陈泽民也说，光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了。要靠管理团队，靠现代化的管理。

“所以现在我们请的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管，二百多个高管人员来管理我这整个团队，

我个人见好就收，退居二线了。”

“我两个儿子只是占管理团队人员的百分之几，他们承担责任。但是现代化的管理是要

聘请有能力的人去做。”

而对于儿子们的工作，陈泽民是满意的。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只有欣慰。”

“他们更投入，更有朝气，精力旺盛，接受新事物快，而且思想很活跃，步伐迈得更快

了。我非常满意三全现在的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

现在的陈泽民除了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以外，公司的经营管理，经营活动完全交给了新的



领导班子。

但是他仍然很忙，有一堆事情要忙活。现在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农业

产业商会的会长。他说，“要履行很多社会的责任，搞调研，为农业做一些呼吁，向政府要

一些政策，替农业企业排忧解难。”

人物档案：陈泽民，出生于1943年1月，重庆江津人，大学学历。现任三全集团董事长，三

全食品创始人。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初中时，陈泽民学会了理发。做过泥瓦工、装卸工，劳动中培养技能。高中时，利用理

发推子的使用原理，帮农民制作了一台收割机模型。

他还是无线电爱好者。从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

机、录音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和维修。

1965年，陈泽民从医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四川工作。在工作中也搞了不少发明创造，

被评选为“科技标兵”。

1979年，调回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

1984年，被调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

1989年，办起“三全冷饮部”，经营软质冰淇淋。

1990年，做出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并先后申请了速冻汤圆生产发明专利和外形包装专

利。

1992年，创立郑州三全食品厂

1998年12月，改制郑州三全食品厂设立了郑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

2001年，变更郑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整体为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

2009年，辞任三全食品董事长，仍担任三全集团董事长。

编辑手札：采访这位老先生感觉是非常心静。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听他过往经历的时候，

会感慨他的专注，稳当踏实。

他的高龄创业成功绝非偶然，虽说是五十岁才开始创业，但关于创业的积累其实从儿时



就开始，这种积累不是财富方面的“第一桶金”。而是更加宝贵的“内心的财富”，有了这些成

功其实是必然。那就是他渊博的知识面，永不停息的创新力，和他吃苦耐劳精神，还有不懈

的坚持。

正是这些让他白手起家，让他可以把汤圆、水饺、粽子这样的传统食品做的如此时尚。

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也不可以复制。时代造就英雄，那个时代赋予他的机会和精神，也

许现代的人很难有。

但是他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要成功的人非常值得学习的。

在采访的最后，请他对他的创业之路做出总结，他说，“那就是，搞什么事都要专注，

以小博大，什么大事都是从小做起，从基层做起，一点一点，不要贪大求洋，不要好高骛远，

也不要不注重小事。”(本文亦感谢腾讯《商业人生》栏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