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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 辉 马俊松
记 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从初级工成长为胜利油田集
输工高级技师，现河采油厂郝现联合站员工张春
荣仅用了5年时间。今年五一劳动节，张春荣还获
得了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1992年，学内燃机专业的张春荣从技校毕业
来到滨南采油厂原四矿油气处理站成为一名轻
烃操作工，由于专业不对口，加上处理站倒班工
作十分枯燥，她毅然报名参加了油气储运专业的
学习。

4年后，她便来到了现河采油厂郝现联合站。
借着做毕业设计的机会，她每天跟着队上的技术

人员跑现场，也因此被笑称为“小跟班”。几个月
下来，张春荣熟悉了联合站集输管线流程，为她
快速胜任新岗位奠定了基础。

不断学习给她带来了收获。1998年，她第一
次参加采油厂技术竞赛就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
绩。2002年，她再次参加厂技术比赛一举夺魁，成
为大家眼中的一匹“黑马”。紧接着，在胜利油田
技能竞赛中又拿了集输工第四名，被破格升级为
中级工。2007年，她首次参加中石化技能竞赛获
得金奖，同年被聘为现河厂集输工高级技师。

从第一次参加比赛到获得中石化技能竞赛
金奖，张春荣获得的荣誉很多，被称为“竞赛选
手”。然而，她并不是热衷参加竞赛，更没有陶醉

在荣誉里，而是瞄准生产难题，进行攻关创新。
为了创新攻关，她多次向队上的“注水大师”

杨智勇请教。杨师傅告诉她，当你能发现现场问
题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张春荣把自己沉
到岗位一线，跟同事交流，发现解决难题。

同事的一句唠叨成就了张春荣“一种新型呆
头扳手”的发明成果。原先联合站使用的扳手搭
在螺丝上，由于呆头太厚不便操作，于是她进行
了小小的改进，把这个六棱的地方锯薄一些，轻
而易举地解决了大家使用不便的问题，没想到这
个小成果还成功申请到了专利。

这个成就坚定了她创新的信念。张春荣与队
上的电工师傅讨论，研制的泵炉连锁报警装置，

有效避免了因干烧、冲塔、抽空等故障造成的设
备损坏及油气损耗。此外，她还主持解决了郝现
联燃油单耗高的难题。几年来，张春荣共解决现
场生产难题72项，实施技术革新28项，也因此获
得“创新能手”称号。

在成为高级技师后，张春荣更加注重发挥技
师的传、帮、带作用，将所学技能传授给更多的
人。2011年，她主动请缨，与一批转岗员工签订师
徒合同，手把手地教操作技能。

通过言传身教和榜样的带动作用，当初转岗
的徒弟们如今大部分都成为高级工。几年来，张
春荣先后带徒40名，其中8人考取技师或高级技
师，5人在油田技能大赛中获奖。

□记 者 高文亮
通讯员 赵军 洪波 报道

本报济阳讯 给抽油机上加一套“控参调
速器”，不但成倍延长了抽油机皮带的寿命，
还提高了油井的开井时率，也为节约成本提供
了有效途径。胜利油田鲁明济北公司高级工程
师陈建平的一条合理化建议，让济北公司实现
了单井日节电20度。

济北公司有油井339口，日产原油720吨，
按照当前市场油价，本身盈利空间就不大，如
果成本不能有效控制，那么“效益油”很可能
就没有什么效益可谈了。

作为公司高级工程师，陈建平将更多精力
花在如何从设备上下手改进，让节点直接控制
在源头。多次的实验、不停的验证，他终于想
出了好办法。

在油田的开发过程中，随着开发层次的逐
渐推进，油井从自喷到机械开采，再到需要注
水来补充底层能量，原油产量会越来越低，采
出液量高，流量递减快，甚至会出现干磨，导
致井下及地面设备负荷不断增大，生产成本必
然不断提高。

陈建平就从有效降低电机功率和抽油机冲
次着手，通过采用“控参调速器”，有效增加

了抽油机的传动比和速度调节精度，能够增大
皮带传动包角和所需的摩擦力，使皮带的使用
延长为原来的6倍，能源节约了，成本也降了下
来。

据陈建平介绍，这个“控参调速器”能为
公司80%的抽油机使用，完全取代了电磁调速
电机、减速电机、多级电机和二级辅助减速器
等调速控参技术。成本为原来的四分之一，不
仅降低了大量成本，还拓宽了适用性，延长抽
油井皮带寿命，减少停机换皮带时间。在鲁明
公司600台抽油机上应用，每年将节约皮带成本
120万-160万元，油井降冲次后，电量降低25%-

30%。
在济北公司，这样的“金点子”还有很

多，这些建议多是员工根据一线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而提出，发现问题在基层，解决问题
也在基层。

据了解，该公司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发挥
员工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岗位员工立足本职
提出有价值合理化建议。成立了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孟宪河工作室”，目前该工作室有13项
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中。2015年，济北公
司实施各类降耗措施、增效建议等“金点子”
近100条，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 本 报 记 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本报通讯员 代百阳 许庆勇

春末夏初，地处滨州的滨南采油厂一时间
成了参观点。该厂9个采油管理区“携手”挂
牌，在胜利油田率先完成油公司体制改革，众
多油田单位纷纷前来参观取经。

撤采油矿设管理区，这是胜利油田2015年
油公司改革的一个标志性镜头，采油矿及采油
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绝不仅在于名称的改变。胜利油田长期
以来形成的以产量为中心的运行体制和机制，
正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从“小而全”到“小而专”

6月16日清早，采油管理五区经理王亚洲召
集相关人员，召开单井分析会，梳理单井数
据。

上次组织单井分析会是在两周前。王亚洲
说，分析会周期短了。因为他把更多的精力都
集中在了采油主业上。

2013年，王亚洲刚当滨南采油二矿矿长
时，是截然相反的工作状态，当时的矿与管理
区内部架构也有天壤之别。原滨南采油二矿有
1000多名员工，油区面积跨度大。除采油队，
矿上还有集输、维修以及特车等队伍。

胜利油田所有的采油矿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小而全。一矿之长的王亚洲负责全矿行政
工作，工作量很大。滨南采油二矿当时管理着
400余口油井和180余口水井，作为矿长，必须
掌握所有井的运行状况，“每口井必须走
到。”可受时间及其他工作牵制，即使到了井
场，也无法完全静下心来。

王亚洲的确不能把每口井的详细情况都看
在眼里，不光有采油生产，他还得兼顾其他非
采油业务和各种专业队伍，这都会让他分神分
心。

就在担任二矿矿长那年，关于胜利油田将
进行油公司改革的消息传达至矿上。那时，王
亚洲对油公司这一概念知之甚少，“不清楚改
革会发生什么。”

很快，传言变成了现实。根据中石化的顶
层设计，滨南采油二矿取消采油队，整合为两
个采油管理区。原先“厂—矿—队”三级管理
模式压缩为“厂—管理区”两级。

压缩一个管理层级，这是这次胜利油田油
公司体制改革的规定动作。同时，这还是一次
瘦身的过程。

这轮改革，波及胜利油田原有的390余个采
油队及90个采油矿。胜利油田16家开发单位内
部的生产辅助、后勤保障等业务被专业化整
合，辅助业务从采油矿、采油队剥离出来，整
合建立采油厂层面的作业、集输、维修、测试
等十大专业化队伍。按照实施方案，16家开发
单位共剥离 9 0 4 7人，占原采油矿总人数的
20 . 3%。

从采油矿到管理区，管理区域相对集中、
油藏区块相对完整、地面流程相对独立。而名
称变化的背后，是从产量为中心到以效益为中

心的转变，今后的采油管理区将成为利润主
体。显而易见，改革后的管理区已摆脱“小而
全”变“小而专”，也难怪，王亚洲感觉轻
松，“一门心思扑在采油上，心无旁骛。”

从机关到一线

在滨南采油厂纪委监察科科长位置上刚干
了一年，张荣国被派到采油管理九区任党委书
记、副经理。

步入转型期的胜利油田，面对低油价和高
成本的压力，必须靠创新体制机制为老油田注
入“源头活水”。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胜利
油田全面推进油公司体制改革，张荣国重回采
油一线。

采油管理九区办公场所为原采油四矿采油
404队驻地。一张长桌，几把座椅，狭小的平房
既是张荣国的办公室，也是管理区会议室。

地面流程不作大的调整，办公场所不新
建，管理干部不增加，是此次油公司改革坚持
的“三不”原则。

采油管理九区由原滨南采油四矿采油404、
405队整合而来。四矿是张荣国的“老家”，
1995年他就在此工作。2014年，张荣国调至滨
南采油厂机关。该厂油公司改革中，采油厂机
关率先调整到位。

其实，这次油公司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或
者说是上下同步进行的。此时的胜利油田，在

撤销采油矿和采油队的同时，油田机关部门先
行一步，原有机关部门及机关直属单位压减合
并9个，“瘦身”两成，16家开发单位机关科室
总量也减少了12 . 9%。

改革中，滨南采油厂就有7名厂机关科级干
部被充实到采油管理区，张荣国位列其中。

重回采油一线，张荣国颇有“二次创业”
之感，油田不同层面的劳动生产率都有大幅提
升。作为东部陆上老采油厂的代表，滨南采油
厂油公司改革已全面到位。与采油矿模式比，
管理区人均产量由477吨/人一年提高到661吨/
人一年，万吨用工水平由21人减少到15人。

离油井更近了

如果没有这次改革，30岁的原滨南采油二
矿采油205队副队长曹辉仍能管理140多号人。

这位在副队长职位上“屁股还没坐热”的
年轻人，在改革之初有些茫然。

改革初步完成，曹辉成了采油管理五区注
采三站副站长。注采三站前身即原205队的1
号、22号、23号站，“手底”只管着25个人，
曹辉一度有种被“夺权”的感觉。

改革带给曹辉最大的变化是，他离油井更
近了。这并不与其以前的工作矛盾。原采油205
队管理180余口油水井，副队长曹辉分管注水、
维权、油地协调等工作，同时协助队长组织生
产运行，并不完全负责采油。

分管业务多，问题就多。每每出现问题，
曹辉几乎都要到现场处理，忙得“连轴转”，
无法保证每口井都能跑到。

改革后，全站只有47口油水井。数量少
了，问题也少了，曹辉养成一个新习惯：每天
安排完任务后，到油井上转一转，“作为最基
层的职工，改革拉近了与油井的距离。”

因为注采三站目前没有站长，曹辉作为副
站长实际履行站长职责。岗位要求他必须直面
各种问题，除各类突发事件外还包括员工思想
以及情绪波动等。

好在改革后，曹辉的工作模式变了。原
来，员工发现问题后，需上报至班组，由班组
长再报告采油队，最后才反馈到矿上，这种模
式造成工作效率偏低。压扁一个管理层级后，
班站员工再发现问题，可直接告知站长，由站
长上报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虽然只少了一个
环节，效率却高出一大截。

9家采油管理区挂牌成立，滨南采油厂成为
胜利油田首家油公司体制建设到位的单位。6月
4日，现河采油厂油公司体制建设全面到位；6
月6日，胜利采油厂油公司体制建设到位……胜
利油田油公司改革的步伐越发密集。

据了解，今年，胜利油田油公司体制机制建
设将全面到位。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孙
焕泉表示，体制到位只是油公司改革之路的起
步。下一步，将重点配套完善符合油公司建设的
内部市场运行、绩效考核激励办法等机制。

济北公司促“金点子”落地成“金”

一条建议实现单井日节电20度

推进油公司体制建设推动转型发展

胜利油田打破“小而全”

虽然已经挂上了滨南采油厂采油管理九区的牌子，采油404队的字还未来得及清除，依然清晰可见。

张春荣瞄准生产难题进行攻关

赛场“黑马”成创新能手

□刘铁 周建 付海龙 报道
6月29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蛇岛西南，中

石化重点项目胜顺7井顺利开钻，标志着辽东
东地区上元古界潜山及新近系油气勘探正式拉
开序幕。胜顺7井是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部
署的一口重点探井，设计井深980米。

□王洪松 李绍辉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历时两个半月，圆

满完成春季电网检修工作。据悉，这次共检修
变电站113座，线路356条4071公里，处理各类
缺陷3752处。检修工作为高温、雨季电网安全
运行和提质增效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变电站检修中，电力管理总公司将检修
与基建施工、电网改造相结合，减少了停电时
间；同步完成了九分场变11组220千伏刀闸、
110千伏渤呈线141只绝缘子更换以及部分设备
大修、改造等工作，提高了老旧设备的运行可
靠性。检修线路时，电力管理总公司组织黄河
南北5个综合公司，利用一天时间完成110千伏
渤呈线绝缘子的更换。将35千伏车大线隐患较
多的49#-61#水中架空线路更换为电缆，解决
了大北电网供电可靠性差的突出问题。

胜利油田春季电网

检修收官

□庞世乾 王虓声 裴木旭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最近，胜动集团制造的两台

低热值燃气发电机组从东营出发运往日本长野
县。随行的技术人员对机组进行安装调试后，
即可利用木屑气化后进行发电。

至此，胜动集团共有5台低热值燃气发电
机组进入日本生物质再生能源发电市场。日本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利用再
生能源发电，2013年就有日本企业上门来，与
胜动集团寻求合作。

从1995年到现在的20年时间里，胜动集团
燃气发电机组已经成功挺进全球70个国家，其
中主力市场达到40多个国家，共有1000多台套
燃气发电机组走出了国门，遍布东南亚、南北
美、中亚、西非、欧洲等地区。

胜动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岸介绍，
利用燃气发电是胜动集团在国内最早开发的原
创技术。2005年，他们又在国内率先研发利用
瓦斯发电技术。

胜动燃气发电机组

挺进70个国家

□张凌志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4日，胜利油田建设工程

招投标业务培训班开班。据了解，本届培训班
特聘国家招标协会、省建筑大学、中石化工程
部的资深专家和教授来授课讲学，油田47家二
级单位、17家改制企业及相关处室共254人参
加业务培训。

今年油田全面推行公开招标，给招标人和
从事招投标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设工程招投标

业务培训班举办

□尹永华 郭小霞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孤东采油厂工会再次荣获中

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颁发的“职工互助保障先进
单位”称号。该厂已连续七年获此殊荣。

多年来，孤东采油厂十分重视职工互助保
障、帮扶救助工作。为让职工群众更好了解职
工互助保障、医疗救助等工作的相关政策，采
油厂编印了《职工互助保障宣传册》和《医疗
救助宣传册》共计9000余份，配发到采油厂基
层班组岗站。宣传册梳理了采油厂历年来的参
保、注册及理赔、救助情况等内容，并运用案
例的形式让职工群众直观了解这项工作。

孤东工会获评职工

互助保障先进单位

□魏荣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中石化科技部组织评

审专家，验收通过了胜利油田物探院承担的
《微地震监测技术及处理系统研发》项目，标
志着胜利油田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微地震技
术的突破性进展。

物探院依托大油田技术与生产优势，面向
非常规油藏勘探开发，在2年多的时间里，研
发了多项微地震核心处理技术，自主开发了微
地震处理、解释软件，形成了地面微地震采
集、处理及解释生产能力。

微地震监测技术已经快速发展为非常规油
气藏开发的一项重要技术。与国外相比，中石
化微地震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

油田微地震技术

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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