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蓬基

电话:(0546)8710067 Email:40318751@qq.com 油田 19

□通讯员 郭洪波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原本因无效益被关停的夏6-

6油井，通过化学吞吐措施施工“起死回
生”，反倒变成了一口有效益井，低成本技术
又一次为油井生产注入动力。今年以来，胜利
油田鲁明公司商河采油管理持续加大低成本技
术应用，催生“效益泉”。

“玉皇庙稠油油藏在气顶采出后，油藏能
量减弱，依靠弹性冷采方式开采，单井产能
低。”商河采油管理区技术管理室主任蔡炜介
绍。

针对油藏开发进入中后期，油藏控水难度
增大、措施选井空间逐年减小和稳产难度大等
困难，该管理区以“三线四区”经济模型为
“指挥棒”，通过单井效益评价，于去年优先
选择了2口低产井进行低成本的化学吞吐降粘
措施。实施后，夏7-12井和夏8-18井的增油效
果明显。截至目前，2口井已累积增加利润超
过40余万元。

据了解，商河采油管理区的油井大多是稠
油，采用传统螺杆泵开采方式无法挖掘油藏的
最大产能，化学吞吐这种经济有效的降粘手段

一举突破了该技术瓶颈。尝到低成本技术应用
带来的甜头，商河管理区开始在全区推广。前
三个季度，他们根据单井的地层特征、开采时
间、原油粘度和含水等因素，选择了夏6-6
井、夏7-11井和夏8-3井3口原油粘度高、开采
初期有一定产能的无效低效井继续进行化学吞
吐试验。

试验过程中，技术人员对结果信心十足。
果不其然，实施后3口化学吞吐井于8月底开
井。目前，2口井已见油，增油效果十分显
著。截至目前，该管理区先后对8口井实施低

成本化学吞吐降粘措施，低成本技术为商河管
理区催生出股股“效益泉水”。

有方法更有约束机制。低油价下，胜利油
田提出必须细算帐，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
上。商河采油管理区充分发挥市场议价机制，
与服务方签订低风险承包合同，以确保施工达
到预期效果，避免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实现
保效增效。“通俗来讲，这好比为油井上了一
道保险。我们充分发挥甲方权益，若施工达不
到预期效果，我们不予结算，并要求其重新施
工，力争使效益达到最大化。”蔡炜说。

低成本技术应用催生“效益泉”

□王静 陆永东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中心城区通勤车再次

优化减少20台次，截至11月中旬，已完成全年制
定的优化目标任务。本次中心城区通勤车深度优
化打破了二级单位的界限，综合考虑了中心城区
整体的乘坐站点和乘车人数，进一步优化了站点
和线路，通勤车乘坐率由65%提高至85%以上。

2014年8月，油田对中心城区通勤车实施统
一管理，并于2015年6月29日成立油田通勤车管
理中心，结合通勤班车运行管理的实际情况，实
行“三级直管单车”的运行模式，不设四级队。
通勤车由通勤车管理中心统一指挥，采取理论分
析、线路踏勘、路线合并及二级单位混乘等措
施，对各单位员工上下班乘车地点、工作地点逐
个节点进行综合分析，打破单位界限，同方向进
行优化，对行车路线、发车时间、停靠点、车型
等进行优化组合。

油田中心城区通勤车

打破单位界限

□时维涛 孔祥珍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1日是王庆来八十大寿的

日子。作为胜利油田鲁胜公司第一位过八十岁的
老人，该公司综合大队老年管理站工作人员一早
就来到老人家中，帮助收拾房子，并送上精心准
备的生日礼物。

为退休职工过大寿，是鲁胜公司服务老年人
的新举措。鲁胜公司党委一直重视老年人管理工
作，该公司健全帮扶机制，建立“动态管理、定
期服务、应急处置”亲情服务办法，定期家访、
上门服务。同时，结合团委组织了帮扶志愿队，
组织年轻员工不定期深入离退休、困难家庭，力
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每逢年度
总结会、季度会等重要会议，鲁胜公司都邀请部
分老同志来参加，听听发展情况。

退休党员王云岐说，让他最感动的是鲁胜公
司组织的查体。七一前夕，在组织退休老职工查
体时，为减少老人奔波，公司安排专车接老人。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公司为老人送生日祝福、
探望患病住院老同志、入户走访老同志、帮助职
工解决各类困难共计百余次。

情系老职工

□王东奇 任文盼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从管理区到科研所，胜利油田

石油开发中心挂职人员徐鹏晔感觉，涉猎面更广
了。而从科研所“下挂”到管理区的科研人员却
表示，深入基层实践能力变强了。石油开发中心
利用“上挂”与“下挂”两种不同挂职方式，实
现不同层面技术人员的交流，丰富他们的知识阅
历，使干部在“专”的基础上尽可能“通”，为
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今年，石油开发中心将3名在科研所工作的
人员“下挂”到管理区，7名基层技术人员“上
挂”到“四化”项目部、科研所。这10人都是
“80后”，最大的不超过35岁。徐鹏晔是首批10
名专业技术挂职人员中的一员，他说，在管理区
工作时主要是负责审阅报表，比较注重现场实践
能力。而到科研所后，要研究区块的部署和调
整，面广内容多。

为达到挂职目的，该中心制定了严格的管理
制度，为每名挂职人员配置业务能力过硬的导
师，制订详细计划，并要求挂职干部填写挂职月
志，建立挂职档案，人力资源部门不定期进行抽
查。在导师的帮助下，徐鹏晔把挂职期间所要学
习和完成的事情按照月份列出，制订了详细的挂
职锻炼计划。他希望通过一年的挂职，能够独立
承担区块的基础地质研究、开发动态管理工作以
及井区的油藏方案研究。

石油开发中心人力资源科科长陈洪武表示，
基层技术人员“上挂”，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大
局观念。而到基层锻炼的“下挂”人员，通过挂
职掌握一线实情，增强处理现场问题的能力，解
决实际问题，有利于促进工作开展。

挂职让人才
既“专”又“通”

□尹永华 王仕磊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12日，胜利油田孤东采油

厂采油管理六区统计数据显示，该管理区所辖油
井工况合格率达到了92 . 13%。而在今年初，这个
管理区的工况合格率仅78 . 9%。一年时间，他们
通过分区分类、因井治宜，打了场翻身仗。

GO7-29-2394井存在井抽油杆上行至接近上
死点时偏磨严重的问题，针对此，管理六区将防
冲距下放25厘米，偏磨情况显著好转。相反的
是，GO7-28-5355井光杆在下死点附近偏磨较严
重，与前者不同，管理六区对这口井的处理方式
是上提防冲距30厘米，避开偏磨井段。

“一放一提”，让偏磨这个难题得到有效缓
解，也彰显了该管理区因井制宜治理油井的特
点。问题就是潜力，不怕有问题，就怕找不准问
题。该管理区针对参数偏大区、断脱漏失区等油
井问题，对症下药，一井一策，拿出工况优化措
施，提高了油井健康指数，降低了油井故障风
险。

因井制宜

提升油井工况合格率

□通讯员 孙志惠
记 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151条员工合理化建议，为
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累计创效超过1100万元。
今年以来，一场保效创效的全员“头脑风暴”
席卷临盘油区。临盘厂通过开展“十不出站、
十不出区、十不出厂”活动，人人提一条挖潜
增效建议，发挥员工力量迎战低油价寒冬。

寒冬期里，基层员工都成了有心人。临盘
采油厂集输压气一站岗位员工郭海亮巡检时发
现，压缩机注油器运转偏心轮需要旋转链条带
动，而链条属于转动机械，裸露在外没有防护

罩存在一定危险。在他的建议下，站上员工自
己动手剪裁废旧铁皮，设计出防护罩并加工成
形安装在压缩机上，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防
护罩安全可靠，压缩机安全性能得到提高，降
低了机械伤害发生的可能性，节约购置费2000
元。

钱虽然不多，但低油价时期省下来成本就
是赚到的效益。在临盘采油厂维修大队，昔日
替换下来的废旧固件“重新上岗”了。原来，
维修大队在工作时经常有一些废旧配件被替换
下来，有的配件经过简单机械加工重新派上用
场，更多的配件因无法修复被当作废料遗弃。

遗弃就是最大的浪费。维修四队机加工班

长高法勇将替换下来的废旧配件加工成各种附
件分类存放备用，维修过程中，这些附件可根
据不同需要被派上用场，不仅提高了维修速度
和质量还降低了维修费用。

“十不出站、十不出区、十不出厂”为采
油厂省下了成本，同时员工也收获了意外之
喜。临盘厂采油管理二区注采一站临5计量点
班长魏勇一直坚持“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绝对不
请外援”，久而久之，他反倒练成了“多面
手”，“省成本，也提高了个人能力”。

魏勇还带领班站员工自己动手搞站内和井
场规格化。他们领来砂石料、腻子刀、瓦工工
具，琢磨着按比例搅拌均匀，用砖块垒好值班

室和库房门口的台阶，然后用水泥抹平。以
前，职工洗手的水管处没有池子，水到处流，
为此他自己动手一点一点用砖垒起一个小池，
用水泥抹得严丝合缝。同事们打趣说：“完全
可以凭这点小手艺挣外快啦。”

纵观临盘油区，像魏勇、郭海亮这样的基
层创效人物还有很多。就是这样一群人，依靠
自己的聪明才智汇聚成了应对低油价的群众力
量。据了解，为将员工群众合理化建议作用最
大化，临盘厂开展“人人提一条挖潜增效建
议”活动的同时，还印发《挖潜增效简报》，
加大经验推广力度，让点上的员工智慧变成面
上的采油厂财富。

发挥集体力量迎战低油价寒冬

2151条合理化建议创效1100万元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本报通讯员 王 珞 李 军

侯庆超牵头的8人小分队依旧在鏖战，超
过6万条数据摆在他们眼前。

8人小组要在半年时间里，从这堆数据中
梳理编制一套定额（价格）体系，指导胜利油
田内部市场专业化服务结算。

老标准“失灵了”

“甲采油厂的专业队伍到乙采油厂服务，
结算时价格按哪一方的标准合适？”

去年，胜利油田16家开发单位完成大瘦身,
生产辅助业务从原采油矿剥离,全油田整合建立
作业、集输、维修等77支专业化队伍。由采油
矿演化而来的采油管理区与专业化队伍形成内
部甲乙方关系。

油公司体制改革到位后，各单位执行的结
算价格标准参差不齐的矛盾显现，油田领导拍
板决策编制油田统一的价格体系。

“有甲乙方就有交易，有交易就得付钱，
付钱的标准是什么呢？”中石化石油工程造价
中心副主任王志刚说，这个体系就是管理区与
专业化队伍的结算标准。

生产成本方面的定额，在胜利油田已有先
例，主要是作业费用。油公司改革后，新成立
专业化队伍与管理区对照何标准结算成为盲
区。内部市场化执行到位较早的孤岛、河口等
采油厂，结合生产数据等制订了适合本厂的价
格体系。但王志刚发觉，各单位虽配套编制了
价格体系，但标准不一，不具备普适性。

一厂一价，势必引发单位间不必要的纠
纷。此前，胜利油田一油公司欲使用某采油厂
的集输站，洽谈过程十分顺利，但在商讨结算
费用时却出了岔子，两家单位始终谈不拢价格
标准。最终还是造价中心出面，核算出了让双
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当然，“谈不拢”的现象只是偶有发生，
因为高油价时工作量饱和，专业化队伍“以保
内部为主”。自低油价以来，各单位业务量非
常不均，跨单位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只是价
格标准扼住了合作的喉咙，王志刚说，开发单
位现有的价格标准在本厂行得通，可一旦队伍
迈出采油厂，“老标准就失灵了”。

收集了六万条数据

“完成一批，发布一批，废止一批。”12
个字，几乎概括了造价中心高级工程师侯庆超

近几个月的工作。
自今年5月底，侯庆超便带领八人编制

组，埋头编制新的价格体系。为确保价格的准
确性和可操作性，他们收集了各开发单位现行
价格标准和现场实际数据，以此为基础调整测
算。

“一根针”穿起“千条线”。这是一项极
其复杂的工程，为了一项价格标准，编制组成
员要分析上千条甚至过万条数据。自被抽调到
编制组以来，孤岛采油厂定额价格管理中心副
主任于明满脑子都是一连串的数据。制定集输
注水价格标准时，他们采集了胜利油田213个
注水站、100余个集输站的生产参数、人员信
息、资产状况等数据，“所有数据分析测算
后，最终得出一立方水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
将来的标准。”于明说。据粗略统计，几个月
时间里，编制组仅数据就收集了超过六万条。

推进专业化队伍跨单位服务的助推器，就
藏在这些繁杂的数据中。目前，编制组已完成
包括管道维修劳务、抽油机安装劳务等在内的
9大类853项专业化服务标准价格，分两批在胜
利油田发布执行，覆盖油田内部专业化服务定
额的80%以上。剩余的油水井现场管理、注水
劳务、油气水集输处理、检测化验、科技服务
等定额正在紧张编制中，预计到年底前正式发
布，实现全覆盖。

与采油厂编制的价格标准不同，油田编制
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市场化导向。侯庆超

介绍，他们对价格要素和计费标准进行调整，
价格水平比社会化服务队伍的价格相对较低，
使内部价格更具竞争力。主要费用要素也实现
了量价分离，“以柴油费用为例，此前柴油费
用不单独计价，量价分离后，可根据柴油市场的
价格波动，整体调整费用标准。”侯庆超说。

从编制工作的出发点不难看出，新标准无
疑是推动专业化队伍跨单位服务的润滑剂。也
就是说，受内部低结算价格吸引，当某单位工
作量饱和需引入第三方队伍提供服务时，更倾
向于选择胜利油田内部的专业化队伍，而非油
田系统外的社会化队伍。

增强职工市场意识

编制内部统一的市场专业化服务定额，胜
利油田走在了中石化前列。

中石化总部对服务定额编制工作表现出浓
厚兴趣，决定参照胜利油田的模式，编制中石
化股份公司油气田内部市场专业化服务定额，
按区域发布。今年9月27日，中石化召开启动
会，旗下上游企业集体到胜利油田学习讨论。

编制工作引起中石化重视，足见其重要
性。胜利油田企业管理处制度管理科科长纪梁
军表示，编制价格体系的主要目的是考核，通
过利润考核倒逼专业化队伍修炼内功，提高与
社会化队伍竞争的能力，主动开拓外部市场。

“与兄弟单位中原油田相比，胜利油田队

伍闯市场意识淡薄。”纪梁军说，中原油田专业
化队伍早在多年前就已主动外闯市场，其队伍
甚至“渗透”进了胜利油田。而长久以来，胜利
油田内部工作量饱和，专业化队伍“丰衣足食
不愁吃穿”，基本没有闯市场的意识，“定额
的目的是考核利润，考核的最终目的是推着队
伍走出去找饭吃，从保障型向经营型转变。”

当前看来，新价格体系让胜利油田专业化
队伍横向上有了可比性，“一碗水端平，一把
标尺衡量”。纪梁军介绍，未编制定额前，各
专业化队伍参照本单位标准核算利润，结果不
具备可比性，“难免会出现不服气的声音。”
现在77支专业化队伍参照同一价格标准，处在
同一起跑线上，考核结果也有了说服力，“新
标准专治各种不服气。”

在胜利采油厂采访时，该厂定额管理中心
主任李奕表示，各厂执行旧标准时，基层单位
即便想追标也找不到合适对象。新价格标准的
发布，帮助基层单位对标追标找准了方向。

三季度会上，胜利油田史无前例地提出了
探索实施油田承包经营的举措，油田相关处室
正制订承包的政策方案。按计划，胜利油田及
开发单位将按照责权对等、包管并重原则，给
予试点单位在产量优化、生产优化等方面一定
经营自主权和相关配套政策。开发单位与试点
单位签订三年中长期承包合同，主要考核效益
指标。纪梁军表示，标准体系就是考核承包单
位利润情况的依据。

胜利油田编制内部市场专业化服务定额

一碗水端平，一把尺衡量

◆胜利油田编制组已完成9大

类853项专业化服务标准价格。

新版定额体系打破了油田各

采油单位“画地为牢”“一厂一

价”的旧格局，有助于理顺采油

厂内部专业化队伍与管理区之间

的结算关系。

长远看来，也为油田统一考

核专业化队伍经营水平、推动队

伍走出去闯市场打下基础。

胜利油田采油厂井下作业大队，正为采油管理七区新投的三胞胎井组STS3RP30井，作酸洗、氮气返排作业施工的前期准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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