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金生
首农集团三元食品公共预处理车间质量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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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齐金生从2003年毕业后就来到三
元食品， 从收奶的工作做起。 “这是牛
奶加工的第一个操作岗位，我记得是拿
着75度的酒精， 用一比一的量兑牛奶，
来检测牛奶的好坏。 只要摇晃后挂壁
了或者有颗粒状， 这奶就算坏了， 不
能收。” 齐金生回忆着告诉记者。

在工作中他非常细心， 有些时候
即使是化验室检测过 ， 已经放行了 ，
他在收奶时还会认真检测。 领导正是
看中了他的这个优点， 又将他调到了
中控室工作。 在这里， 可以了解整个
车间从前到后的总体协调和安排。

“以 前 我 就 懂 收 奶 一 件 事 ， 但
到了中控室就不一样了 ，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岗位， 让我更好地把握流程。
从收奶 、 热处理 、 杀菌 ， 再到储存 、
罐装， 清洗设备等， 可以说在这个岗
位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齐金生表情严
肃地说道。

随后， 由于工作努力， 他成为了
中控室班长， 不仅需要协调车间生产
工序， 统筹几个岗位的流程， 还需要
对员工进行管理、 培训。

在这个岗位上， 他想出了很多的
金点子， 在不改变设备的前提下， 优
化了生产流程， 节约能源， 还让工人

节约了很多等待时间。
原来， 齐金生负责的车间里一共

有三台巴氏杀菌机， 根据机器的自身
设定， 从第一台杀菌机流出来的奶会
流进奶仓1号， 从第二台杀菌机流出来
的奶会流进奶仓1号和2号， 从第三台
杀菌机流出来的奶会流进奶仓1号、 2
号和3号。

细心的齐金生发现， 在这样的设
定下， 总是奶仓1号会首先储满。 而一
旦奶仓储满， 杀菌机就无法继续工作。
因此， 第一台杀菌机总是在预计完
成时间之前很早就结束工作 ， 而另
外两台机器的用时则需要远远超过
预计时间。

眼看着一边是 “闲” 的发慌的机
器， 一边是需要 “加班” 的机器， 齐
金生开始琢磨， 如何优化它们。 他开
始梳理车间的管道， 经过两天的查找
和 试 验 ， 最 终 找 到 了 手 动 打 开 阀
门 ， 把奶仓 1号的奶引入其他两个
奶仓的方法。

“现在， 两台机器可以做到基本
同步工作了， 减少了机器生产的总时
间， 而且三台一起结束工作， 也减少
了后边的预处理工盯着机器的等待时
间。” 齐金生笑着说到。

同样， 他还想出了很多这样的点
子， 比如在收奶时， 也可以让工人们
手工打开阀门， 减少实际的收奶时间。

正是由于工作出色 ， 善于动脑 ，
领导推荐他参加了乳制品高级操作工
的技能大赛。 去年夏天， 齐金生参加
了工会组织的赛前培训课程。 “受益
匪浅， 开阔了眼界。 以前对一些要求，
我只是记住了 ， 但是不理解为什么 。
培训后 ， 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么操
作。” 齐金生告诉记者。

齐金生还说， 由于工作中接触的
只是牛奶， 对于其他的乳制品， 比如
干酪等内容了解得不多。 但是考试中

所有乳制品的加工都有涉及 ， 因此 ，
除了死记硬背之外， 他还会到其他车
间找同事请教。

为了参加考试， 他只能在一天的
工作结束后， 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去
看书。 “我家孩子2岁多， 每天晚上就
等孩子睡着了， 拿着手机看、 背， 一
天大概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吧。” 齐
金生回忆着说。

最终， 他经过了预赛、 复赛， 还
参加了去年12月份的决赛。 “这种培
训和考试给我补充了很多理论知识 ，
不仅对我现在的岗位有帮助， 也让我
对其他的岗位和专业有了了解。”

培训让我开阔眼界

“感觉收获很大， 希望以后还有
机会参与这样的培训。” 回想起2016年
春夏之交， 参加的由市总工会开办的
培训班， 来自首农集团三元食品的赵
姗立刻来了精神。

赵姗介绍说， 她在检验室精密仪
器组工作， 日常工作内容就是检测奶
样里的三聚氰胺、 重金属、 农药残留
等。 虽然对于基本知识很熟悉， 而且
仪器操作也很熟练， 但对于一些深层
次的理论问题都是一知半解， “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北京市总工会
组织的培训班上， 专家老师们不仅讲
解了国家最新的食品行业标准， 而且
还深入介绍了一些理论知识， 让她印
象很深刻。

“比如重金属汞， 是我们日常工
作中必需检测的项目， 因为如果汞超
出衡量标准， 被食用了， 很有可能会
导致脑和肝脏的损伤。” 赵姗表示， 日
常的检测工作中她就发现， 同一件样
本， 最初检测的数值跟过一段时间检
测出的数值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差距
很细微， 并且都是在国标允许的范围
内 ， 她也就没有再深究原因 。 但是 ，
这次培训中，专家老师正好就介绍了这
一情况的原因。 “老师说，是因为随着

时间的推移， 样本中的汞出现了降解。
听了他的话， 我才恍然大悟。”

除了课程内容贴近工作需求， 授
课老师的专业水准， 也让赵姗赞不绝
口。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 很多都是
参与国标制定的专家 ， 非常的专业 ，
而且讲解的内容也很细致。” 赵姗说，
“砷， 俗称砒，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在介绍检测这一物质的时候， 老师就
告诉我们， 使用玻璃容器和塑料容器
检测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原因就在
于砷会吸附在玻璃容器壁上。 但因为
我们平时使用的都是塑料容器， 这样
的知识点， 我们可能很难注意到。”

赵姗表示， 虽然培训班只有两天
的时间， 但是知识量 “超级大”。 为了
让他们更好地理解， 课前， 专家老师
就会很贴心地把课件发给大家， 让大
家一边看一边听 。 “最为重要的是 ，
培训结束后， 这些宝贝课件， 我可以
带回家继续学习消化， 还可以带到单
位， 跟同事们分享。”

2008年， 毕业于北京农学院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的赵姗可谓科班出身，
但是她却坦言， 刚从学校踏入单位大
门的时候 ， 她还是 “两眼一抹黑 ” 。
“学校教的内容比较泛泛， 离实际工作

需要还有一定距离。” 赵姗说。 于是，
她开始了勤奋的学习， 上班跟着师傅
学， 下班了就自己看书、 翻资料。

因为对数据要求高 ， 0.01的误差
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每天工作中，
赵姗都异常小心谨慎， 所以下班后整
个人也会非常累。 尤其是2008年， 因
为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 他们开始关
注三聚氰胺的检测， 但是那个时候鲜
少有企业自己有检测资格 。 “最初 ，
我们都是拿到专门的机构去检测， 每
检测一个样本就要花600元钱。 那个时
候， 我们厂每天要进20车奶， 那就是
20个样本。” 赵姗说。

为了提升业务水平， 更为了企业

的利益， 赵姗向这个新的检测项目发
起了 “冲击”。 国家对于检测资格的考
核是非常严格的， 为了顺利通过考核，
她一遍一遍地练习着， 为了数据的准
确性， 她一天一夜都没有睡觉， 最终
她一次性通过了考核。

现在的赵姗已经成为了企业年轻
职工中的佼佼者， 她却说这离不开企
业和工会的培养。 “我们单位每个月
都有内部培训活动， 平时， 我们会走
出企业， 接受专业培训。 企业也会把
老师邀请进来， 给我们授课。”

“活到老， 学到老， 是这些不断
地培训， 巩固了我的知识和技能， 让
我得到了快速成长。” 赵姗说。

赵姗
首农集团三元食品检验室精密仪器组班长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课件还能带到单位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