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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陈德烨应邀出席了自

动化系建系40周年系庆论坛，分享了

他工作近20年来的感悟。在科技日新

月异，思想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工作

在祖国能源战线的实践者，如何选择

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每个清华学子应当

深思的问题，而陈德烨的成功经历，

不失为一个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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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流，上大舞台，是清华人的

一贯追求。“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

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进入国企工

作是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

最佳方式。”带着这样的思考，陈德

烨来到了燕山石化公司。

“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成为

他工作的不二准则。最初他被分配到

燕山石化设计院工作，这段时间他发

现了自己“生产实践知识缺乏”，于

是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

到当时全国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

燕山石化公司化工一厂仪表车间工

作。

他从基层做起、踏实敢干，成为

厂里的技术骨干。之后燕化乙烯装置

成功实施了第一轮改扩建，成为国内

最复杂的大型化工装置。一直喜欢迎

接挑战的陈德烨又做出了一个惊人决

定：去化工一厂的龙头装置——裂解

乙烯车间锻炼。

正是基于刻苦的钻研，他带动许

多技术人员掌握了国际先进工艺，缩

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2005

年元旦，经三轮改造后的燕化化工一

厂裂解装置年产乙烯一举突破了80万

吨大关，刷新了国内单套乙烯装置年

产量最新纪录。陈德烨提出的“改变

蒸汽发生器操作程序解决裂解炉管结

垢”的方案、“用改变投油顺序防止

炉管腐蚀”等方案，对彻底解决“裂

解炉管结垢”和“炉管腐蚀”等世界

性难题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为年

产80万吨大关这一突出成绩做出了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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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烨说，在清华大学他获益

最多的是扎实的基础知识训练和学习

知识、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学几年的

学习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

在工作中他总是不断学习，不断

地去适应环境。初去燕化一厂的他白

天跟班组人员一起去干活，积极学习

操作经验；晚上抱着各种资料刻苦学

习，仅用半年时间就掌握了装置现场

仪表和DCS系统的奥秘。

为了更好地应用技术，他又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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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1986级校友，现任燕山石化公司生产管理

部副部长。

习化工工艺，跨度如此大的自学过程

充满艰辛：他整天泡在现场，梳理着

密如蛛网的管线；夜里攻读那一摞摞

读不完的流程图。凭借计算机、英语

和仪表自动化专业等方面的特长，陈

德烨很快成为燕化公司第一位熟练掌

握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工艺流程模拟控

制软件——ASPEN PLUS的专家。

靠着这种肯学敢干的精神，他在工作

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担任过北京市

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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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技术的他也一直非常重视管

理。担任领导工作以来，他认为工厂

的很多问题源于管理，而不是技术。

几年来，他勇于创新，成功地

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国有大型生产

企业管理制度结合，摸索并建立了一

整套科学的装置、技术、人员管理体

系。他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为目标，创

编了一整套技术工艺培训教材，并逐

步建立起了技术人员讲课、职工互动

学习研讨的培训机制，培养出了一支

高水平的车间管理队伍和操作人员队

伍。陈德烨所带领的裂解车间领导班

子，光荣地被评为燕山石化公司政治

思想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

作风形象好的最年轻的基层“四好

班子”。有着现代管理者素质的陈德

烨，十分善于将亲情管理和制度管理

有机结合。他推行民主管理，建立了

规范的车间各类议事制度。他关心职

工生活，注重感情投资，亲密了干群

关系，受到职工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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