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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海霞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车轮一转，十天一万。昔

日，仅仅一口单井拉油井，胜利油田临盘采油
厂就得承担每天千余元的外雇车运费。而今，
通过科学调配车辆，严控“车轮下的成本”，
该厂半年即省下外部用车费百万元。

低油价下，临盘厂外部运费“捉襟见
肘”。压力之下，员工用车的习惯变了，变得
更加“小心翼翼”。该厂采油管理一区注采一
站员工徐连凯申报了用吊车计划，准备到临2-
侧平5井更换光杆。一大早，他到现场落实施
工方案却发现：井场积水严重，根本无法施

工。徐连凯二话没说，赶忙报退了用车计划。
放在以前，徐连凯做事“或许没这么利

落”。习惯的改变，折射出临盘采油厂压减运
费的决心和成效。通过实施油井间开、单井拉
油转管输等措施，临盘厂外部运费半年挖潜
129万元。

剖析采油管理一区的做法，或许能窥探省
下129万元的诀窍。关于用车，管理一区经理
张辉总结了四句话：禁止计划外用车、算好效
益账、加强车辆运行监控、实施拉油改管输。

“走好这四步，不信成本不下降。”张辉
介绍，他们对用车设定了“硬杠杠”：无计划

的随意拉油、洗井等工作量，一律不派车。派
车时，提前落实施工方案、井场道路，尽可能
避免车辆浪费。记者还听说，就连拉油时，都
有专人监控，工作不可谓不细致。

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和监控措施，却得到
全管理区员工的响应。半年运行下来，张辉的
话应验了，他们累计节约外部运费超过3万
元。

同频共振，临盘厂各采油管理区突破了外
部运费高的难关。在采油管理六区，仅仅改变
一个流程，便节约40万元运费。该区402拉油点
日液34吨，含水87%，每天拉油2车，80公里长

的运输距离每年仅运费就是86万元。
这个数字，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众人心

慌。为减少拉油车次降低运费，经论证，采油
管理六区将402拉油点大罐的底水运至相距1 . 8
公里的钱五站，利用钱5站污水回注系统将污
水回注，这样钱402拉油点每天只需1个拉油车
次就能保证油井的正常生产。按此方式运行，
预计全年运费减半。

活生生的省钱实例在临盘采油厂比比皆
是，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该厂干部员工群策
群力想办法，压减“车轮下的成本”，把每一
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刹住“车轮上的成本”
临盘采油厂想方设法压减运费半年省出129万元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本报通讯员 肖 龙 刘 波

当银河公园以崭新姿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那些对移交公园管理权心存疑虑的油田职工动
摇了。

脱节，是银河公园“发展的烦恼”。2004
年，管理方胜利油田河口社区与河口区政府达
成协议，将始建于1972年胜利油田组织会战时
的公园，移交给河口区政府。

在争议声中交出公园管理权，走出国有企
业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第一步。只是，一纸
移交协议并未把银河公园的资产“打包”交给
地方政府。资产的包袱没抛掉，移交煮成了
“夹生饭”，这一遗留问题在后续不断衍生出
新问题。

围墙内的娱乐时代

湖水碧波，树木葱茏。顺着蜿蜒小路，漫
步长廊拱桥，充满诗意的银河公园点缀着河口
城市风景，这是属于河口居民共同的回忆。对
生于斯长于斯的林聪而言，则是整个童年。

银河公园是它后来的称呼。老一辈参加会
战的石油工人仍习惯喊它原来的名字：河口公
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河口会战打响，一批
又一批石油工人来到河口地区。河口指挥部在
盐碱地上破土建园，为挥汗的石油工人提供一
个休闲场所。1985年，公园正式竣工开放。

胜利油田发展早于东营市成立，在该背景
下，油田承担了建公园等一系列办社会职能。
百里油区，还有胜采公园、钻井公园等20个由
油田自主建设管理的公园广场。

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河口公园承载
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迹。70后的林聪，几乎与公
园一道成长。她说，河口公园就似趵突泉之于
济南，是河口的形象代表。

今年刚退休的程建民在职时是河口社区公
园管理队成员，从1997年左右他便一直负责管
理河口公园。记忆中，从投用起河口公园一直
被围墙包裹，入园还得花钱买门票，票价从几
分钱涨到五毛钱。园内的碰碰车等娱乐设施是
孩子们的乐园。作为河口地区第一个公园，河
口公园根本不愁人流量的问题，颠峰时期，还
曾为河口社区创下不小的收益。

院墙包围，入园收费，正因此多数受访者
谈起河口公园时，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封闭、
传统”这样的词。见证过繁华，程建民也目睹
了公园衰落。由于资金有限等因素，河口公园
设施维护跟不上，老化日趋严重。

与城市发展不能脱节

河口区政府对公园的状况也“颇有微
辞”。

河口公园位于中心城区，每逢各种城市创

建活动，都是检查验收点之一，河口区政府迫
切希望重新修缮公园，使之与城市建设更相匹
配。

最近十几年，1982年才成立的河口地区城
区面貌日新月异，新建广场与城市交相辉映。
对比之下，河口公园却是星光黯淡，人流量急
转直下。围墙之外，城市繁荣；围墙之内，一
派凋敝。

河口公园，已经与城市发展脱节。
现任胜利油田机关党委书记郭跃华，其任

河口社区主任期间，河口区政府人员几度上门
协调拆除公园围墙。

2004年，转机出现。郭跃华说，当年中石
化推动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大思路是将
市政设施管理权交给地方政府。胜利油田选取
条件比较成熟的河口社区作为试点单位之一，
探索市政设施移交工作。同年8月，河口社区
与河口区政府签订移交协议，将部分市政设施
的管理权交给地方政府，双方共同出资管理，
专款专用。河口公园在移交之列，河口社区进
行反承包管理。

区政府接手后，立即着手拆墙。拆墙，部
分干部职工心里有些想不通。时至今日，已退
休的程建民仍对拆墙心存不解，“我们油田自
己掏钱建设的公园，为什么交给地方，免费对
外开放？”

2007年，拆掉围墙的河口公园更名银河公
园重新对外开放。道路硬化1 . 86万平方米，绿
地面积建成3万平方米，跌水梯台、滨水长廊
等特色景观与西侧的河口区黄河广场融为一

体，与规划中的河口区东、西、南、北四湖
遥相呼应，形成“四星捧月”的生态水系格
局，现代化的布局与河口城市建设相得益
彰。

优美的环境和河口公园的变脸，打消了油
田部分员工当初的质疑。河口区邀请上海城科
规划设计事务所编制工程规划方案，与河口社
区投入千余万用于公园改造建设。河口社区副
主任赵钦勇表示，从公园管理角度看，胜利油
田执行的企业标准要低于地方执行的管理标
准，交由地方后，政府可以站在更高角度，结
合城市长远发展统一规划建设，水平层次都略
高一筹，“事实证明，地方政府能管理好油田
资产。”

“移交”是条必走的路

“藕断丝连”成了现在的“历史遗留问
题”。

郭跃华当年与河口区政府签署的那纸移交
协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移交。由于客观原
因，当初移交的仅限于管理权，资产仍在胜利
油田。

河口区城管局工会主席薛宝善介绍，在资
产未移交的情况下，他们行使的只是行业监督
管理的权利，即便投钱也非常有限。

公园资产在胜利油田，地方政府不可能加
大投入力度。虽然当初设立的专款中，每年有
几十万元的费用用于公园管理，还是难以满足
管理所需。银河公园与河口区政府新建并管理

的黄河广场、鸣翠湖湿地风景区相比，功能劣
势明显。

不论是管理权移交前或是移交后，公园暴
露的问题都与资金相关。“归根结底，还是钱
的问题。”赵钦勇说。

“地方政府非常愿意接收油田管理的市政
设施，纳入城市统一规划范畴。”薛宝善说，
一旦资产移交，政府可马上进行社会化管理，
资金投入也会相应增加，届时公园的设施、管
理等都能上一个台阶。

胜利油田拥有的20个公园广场，或多或少
正面临着与银河公园相同的困局。建设于1992
年的体育公园原名嬉水公园，位于东营市中心
城区，已经历二十多年风雨洗刷。

体育公园由胜利油田胜中社区管理，他们
当前最头疼的就是如何让老旧公园年轻化。胜
中社区城区管理大队广场办公室主任邵将介
绍，除2005年和2009年油田与东营市投资改造
公园景观绿化外，再未针对体育公园进行大规
模修整。

投入与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成为胜利油
田承担办社会职能无法绕开的障碍。化解矛盾
的方法，或许就在国家正在推动的国有企业办
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

大局已定，在具体方案不甚明朗的情况
下，基层管理者隐隐有些担忧。心理上，油田
干部职工理解移交是趋势，但从现实考虑，他
们更关注资产交出后，人的问题如何解决。

银河公园的变迁，也给管理者以思考，
“当断则断，移交这条路要走就要走彻底。”

“移交”如何避免“夹生饭”
——— 胜利油田河口公园移交地方调查

建设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的油田蓬莱
公园位于河口区仙河
镇，围墙包裹的公园
里，基础设施已略显
落后。(资料片)

□王静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原来3名男员工费时费力的工

作，在两名女工的操作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
了。这是胜利油田采油女工更换皮带轮和皮带式
抽油机移机、复位操作的比赛现场上演的一幕。
9月12日，胜利油田第十九届职业技能竞赛启
动，964名选手在20个赛区切磋技艺、比拼技
能，一较高下。

油田第十九届职业技能竞赛创新竞赛项目，
紧贴生产实际和发展方向，注重实用性和创新
性，将部分技能人才创新优化集成成果纳入竞赛
内容。此次竞赛共设28个工种，每个工种分理论
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进行。

据了解，胜利油田始终把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形成了培养培训、评
价使用、竞赛选拔、表彰激励、宣传引导等配套
完善的技能人才工作体系，打造了一支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技能人才队伍。

第十九届职业技能
竞赛启动

□李世博 张浩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高压管汇作为油田生产过程中

的主要承压设备，工作压力高，数量多，需进行
定期无损高效检测，工作量大。胜利油田技术检
测中心在国内外首次将金属磁记忆金属技术，应
用于油田在用高压管汇的无损检测。该科研成果
“油田在用高压管汇磁记忆检测技术研究”，获
2016年山东省设备管理成果一等奖。

针对油田当前存在的这一实际问题，技术检
测中心研制开发高压管汇专用磁记忆检测仪器和
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具有无须打磨、全覆盖检测
的技术优势，可实现高压管汇腐蚀和裂纹等应力
集中异常缺陷的高效检测。

该成果已申报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在华北油
田井下作业大队和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等单位进
行现场检测，并成功发现多套高压管汇存在严重
腐蚀和裂纹等缺陷，有效地保障了高压管汇的安
全使用。

金属磁记忆金属技术
解高压管汇检测难题

□通讯员 田真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18日上午，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与胜利新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牵手共赢 结对共建”班组结对活动启动仪
式，八个班组结对共建，航天一院“王辉劳模创
新工作室”与胜利油田“代旭升劳模创新工作
室”牵手共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两个工作室和两位劳动模范的牵手，实现了
跨专业技术协同、跨地域管理互学、跨单位技艺
对接的结对帮带。

此次班组结对共建活动以两年时间为一个周
期。期间，双方将结合班组自身特点，明确班组
结对共建的目标、机制和内容，每年定期组织召
开1～3次座谈会或现场学习考察，举办班组建设
论坛，开展共同课题攻关，并组织开展以读书征
文、文艺创作比赛等为载体的联谊活动，共享经
验，共同提升。

劳模牵手班组结对

□任厚毅 刘涛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迎来第八个开展微生

物驱油现场试验的区块。在东辛采油厂辛68区
块，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开展的微生物
驱油现场试验正顺利进行，该区块已成功运行20
多天，累计注入功能性激活剂160余吨。

从前沿技术到关键技术，胜利油田微生物驱
油技术应用已小有成就。此前油田共在七个区块
开展微生物驱油现场试验，累计增油23 . 9万吨。

八区块开展
微生物驱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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