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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跨省买了甘肃省可再生能源

发电份额2 . 49亿度，每度电价便宜2 . 29分，仅
去年四季度外购电费减少近600万元。这是胜
利油田获得大用户直购电资格后直购电经历。

所谓大用户直购电工作，是指电厂和终端
购电大用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的形式协定购电
量和购电价格，然后委托电网企业将协议电量
由发电企业输配终端到购电大用户，并另支付
电网企业所承担的输配服务，大用户直购电便
宜一些。

据了解，甘肃、内蒙等省份风力、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很大，而这些省份内需并

不多，电又不能在电网积蓄，这导致很多新能
源机组一半以上的时间被限制发电，很多新能
源发电企业因此亏损。

大用户直购电工作开展后，借助西电东输
电网，这些省份多余的电被输送到东部省份，
价格便宜一些，获得大用户直购电资格企业就
可以参与直购。

山东省从2014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从
全省原有全年发电指标中首先拿出一部分作为
电厂与大工业用户直接签定合同的指标，之后
再将剩余的指标分到各个统调电厂。

胜利发电厂2004年就参与了大用户直供电
业务。近几年山东省大用户直购指标大幅增

长，2016年只有60亿度的指标，今年增加到
1200亿度。胜利电厂计划发电指标也随之减
少，自供电量逐年减少，从2014年的56 . 15亿千
瓦时减少至2016年的45亿度，直接导致胜利油
田2016年外购电量大幅增长约8亿千瓦时。

2016年9月份获得大用户直购电资格。不久
得到甘肃省有可再生能源跨省送电交易份额，
胜利油田积极申报参与，一次完成2 . 49亿度交
易。

油田生产管理部用电管理科负责人介绍
说，尽管这次购电是“一锤子买卖”，可油田
有了大用户直购电资格以后可以更多参与相关
交易，扩大大用户直购电规模，为油田节省更

多购电成本。
尝到甜头后，今年年初油田相关部门积极

作为，今年上报大概12个亿外购电计划，争取
全年更多外购电以大用户直购电的方式完成。

据了解，油田将充分利用大用户直购电资
格积极与胜利发电厂三期开展电量直购合作，
即能增加电厂三期的发电量指标，提高电厂三
期效益，又能减少油田外购电成本。

以往各采油厂会有一部分自己外购电
量，随着油田供电专业化改革步伐加快，各
采油厂供电业务将在油田层面统筹优化，还
将释放出4到5亿度外购电量。不久油田参与
大用户直购电份额将有20多亿度的空间。

胜利油田获大用户直购电资格
去年四季度外购电费减少近600万元

□ 本报记者 魏东 徐永国

2月17日，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宾馆，2016年
度胜利油田刘兴材地学开拓奖、山东省第五届
山东地学科技创新奖颁奖。

30年前，胜利油田8位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获得者拿3万元奖金投资未来，设立山东省
胜利油田地学开拓者基金会，播下一粒开拓创
新的“种子”，将山东地学薪火相传，一代又
一代……

3万元“巨款”

30年前的春天，在胜利油田一座2层办公
楼里，7个人聚在一起，商量3万元的分配使
用。

当时正是“万元户”走俏的时代，3万元
对一个家庭或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与
会的胜利油田原总地质师潘元林月工资当时才
100多元。

这3万元，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奖
金。石油部渤海湾“复式油气聚集（区）带勘
探理论及实践——— 以济阳等坳陷复杂断块油田
勘探开发项目”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

这是国家首次评选科技进步奖。这个特等
奖原石油部共有八个单位共同获奖，作为主要
完成单位之一，胜利油田以副指挥兼总地质师
刘兴材同志为首的8位地质专家获此殊荣。这
也是胜利油田迄今为止唯一一项国家级特等
奖。

1986年底3万元奖金打到了胜利油田的账
上。“从来没有分的想法，也没法分。”潘元
林说，这是个集体项目，在胜利油田参与者上
百人甚至几百人。

如何处理使用这笔“巨款”，成为一个焦
点。这项成果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集体智慧的
结晶，石油地质理论与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希
望寄托在青年地学工作者身上。刘兴材建议以
3万元奖金作为基金，设立一个基金会，专门
从事培养青年地学人才的公益事业。他的建议
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当时，经刘（兴材）指挥提议大家完全
一致同意，这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在潘元林
看来，之所以成立基金会是因为胜利油田的发
展，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希望在一代一代年
轻人身上，未来的发展也要靠一代又一代年轻
人去创新。

1989年，胜利油田地学开拓者基金会在东
营市工商局注册，取得社会团体法人地位。至
此，以刘兴材为主任委员的由上述七位石油科
技工作者组成的地学基金会第一届委员会就此
诞生。2005年，山东省民政厅批复注册“山东
省胜利油田地学开拓基金会”。

潘元林清楚地记得，那是1987年2月13日下
午，大家还专门喊来了胜利报社摄影记者，记

录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青年地学人才成长的摇篮

作为基金会的元老级人物，潘元林、杨云
岭、曾文冲参加了2月17日的2016年度胜利油田
刘兴材地学开拓奖、第五届山东地学科技创新
奖颁奖仪式。

1988年12月16日基金会颁发首届地学开拓
奖，16人获奖。目前已经进行了29届交流评奖
颁奖活动，获奖人数累计1292人次。

“获奖者基本都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
创新成果的35岁以下的年青人。”山东省胜利
油田地学开拓基金会理事长张善文说，虽然奖
励主要是荣誉性的，奖金不多，但在胜利油田
具有很大的影响，对青年地学科技人员具有很
大吸引力和激励作用，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地学
科技工作者和青年技工迈向进步和成熟的奠基
石。

中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胜利油田分
公司总经理孔凡群也为基金会点赞，称赞基金
会是“青年地学人才成长的摇篮，刘兴材地学
开拓奖、山东地学科技创新奖，是青年地学人
才成长道路上的加油站。”

“获地学开拓奖对青年人来说，既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回忆过去，现为勘探
开发研究院西部分院副院长的林会喜说。

在他看来，个人的快速成长与获地学开拓
奖密不可分。“那时候谁获奖就觉得很了不
起，感觉到几乎所有的青年科技人都把获奖当
成一种动力，去钻研、去创新。”

正是对地学开拓奖的渴望，日常工作中林
会喜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钻研、井位论证、

撰写报告等方面。1997年，经过个人努力所获
得的成果和评委推荐，林会喜获得地学开拓奖
一等奖。

获奖后的林会喜更加努力，感觉到肩上的
责任更重。“我对‘地学开拓奖’的理解更注
重开拓的意义。油气勘探工作就是在未知的领
域里开展工作，作为一名油气勘探科研工作
者，不断开拓创新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不
断开拓进取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林会喜说。
林会喜的成功只是地学开拓奖促进青年地学科
技人员成长的一个缩影。

2007年，为纪念已故主要创始人刘兴材同
志，基金会将“胜利油田地学开拓奖”更名为
“胜利油田刘兴材地学开拓奖”。为鼓励工匠
精神，基金会还增设了优秀技工奖。

最大的奖励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郝芳2月17日电贺山东省胜利油田地学开
拓基金会成立30周年。

郝芳所在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山东
省胜利油田地学开拓基金会结缘是在2008年。
这一年，经省科技厅批准成立“山东地学科技
创新奖”委员会，将地学发展创新的交流范围
和领域从石油专业拓展到更宽的地学领域，从
胜利油田进一步扩大至山东相关院校及科研单
位，包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海洋大
学、国家海洋局青岛海地所、山东科技大学
等，截至2016年底，共进行了5届专业技术交
流，95人获奖，促进了山东省境内石油地学科
技理论的发展。

山东省胜利油田地学开拓基金会为非公募

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起人、发起组织、
理事单位和其他单位或个人给予的捐赠及资
助，以及自有资金的运作增值。

理事长张善文告诉记者，基金会创立后，
先后有40多位专家主动通过提供赞助成为基金
会个人会员，27个理事单位先后向基金会捐款
490万元，向胜利伟业公司投资获分红620万
元，至2016年末，基金会基金净值从最初的3万
元达到1500万元，地学开拓奖范畴也由最初的
勘探专业拓展到勘探开发全产业链，2010年，
基金会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
织”称号。

“长期以来，我校地学学科的发展和地学
领域教师都得到了基金会多种形式的支持。”
郝芳在贺电中如是说。实际上，受益的不止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30年来，基金会累计
资助12名有志青年攻读硕博，资助有价值但有
经费困难的科技人员出版著作12部；分批次组
织400名基层单位青年地学人才野外地质考
察；组织相关老专家为超过400人次的基层青
年科技骨干进行现场基本功培训。

作为基金会诞生地，胜利油田是最大的受
益者。胜利油田本身就是地学开拓的一项重要
成果，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的生动实践，又为丰
富地学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基金会成立以来
的30年，也正是胜利油田勘探开发大发展、大
进步的30年，基金会倡议成立的当年，油田产
量突破3000万吨并连续保持了9年的高产运行，
连续20年稳产在2700万吨以上。

看着一代代青年才俊茁壮成长，77岁的潘
元林很欣慰，也为当年的决策自豪，3万元投
资未来，地学开拓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这是
对他们最大的奖励。

30年前8位地质工作者用奖金设立基金会，培养青年地学人才———

3万元点燃地学开拓薪火

□张海彬 何欣 报道
2月12日，海洋厂中心

三号平台模拟井口发生火
灾，岗位员工按照应急预
案，实施抢险救援。

□通讯员 任金涛 田承帅 刘子勇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国土资源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地热能开发
利用“十三五”规划》，胜利油田地热余热开发
利用被纳入其中。

从《规划》中记者看到，山东省将重点开发
东营市、菏泽市地热资源，东营市将充分利用水
热型地热资源和胜利油田污水余热，“十三五”
期间新增集中供暖面积1200万平方米。

今年，胜利油田地热余热新能源开发在总结
前期投运25个新能源项目经验基础上，将贯彻落
实价值引领、创新驱动、资源优化、绿色低碳、
合作双赢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地热余热新能源品
牌，实现油田新能源产业化发展。

油田地热余热开发

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通讯员 王东奇 徐海峰 刘荻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义古72-X5、X7的新井投产完

毕。胜发管理区技术人员杨萌一边密切观察新井
的各项参数，一边指着远处英姿飒爽的“钢铁
侠”说：“这一台台油光锃亮的抽油机，是闲置
抽油机‘变身’而来”。

近4年，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通过盘活闲
置资产设备，让400台设备重新“上岗”，累计
节省投资近1 . 2亿元。

据统计，在充分利用闲置设备的状况下，一
口新井的投入要比全部买新设备减少50万元。
闲置、停用设备指的是连续停用、搁置一年以上
或新购、自制两年以上未投产使用，但仍有使用
价值的设备。小到复印机，大到抽油机，每项闲
置设备都可根据需求进行调剂。石油开发中心设
备管理科科长杨培东介绍，本着新增设备优先从
闲置设备中选取的原则，每月的物资计划都经设
备管理部门进行审核，从源头上控制了新增设备
的数量，能利旧的绝不新增设备。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闲置设备盘活力度，
同时扩大闲置资产利旧范围，让更多的闲置设备
变废为宝。”杨培东说。

盘活闲置设备

4年节省投资超亿元

□通讯员 刘海霞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临盘厂引导员工争当

“巧手工匠”，从生产细节中挖掘潜力点，2016
年通过修旧利废，节约成本978万元。

采油管理一区注采五站青工苏德华在维修废
旧减速器时，发现两个弹子盘损坏。他找来锤
头、榔头、润滑油，对相应部位进行打磨、更
换、润滑、组装，使减速器恢复正常使用。“小
苏脑子活，心灵手巧”。同事们的赞扬，让他备
受鼓舞。他又修复了因小零件失灵而无法使用的
6个DN65大闸门，节约成本近6000元。

不仅是能修旧利废的“工匠”，还能当“泥
瓦匠”。他们在冬防保温中创新方法，用土代替
毛毡保温井口，节约了材料费。通常油井工作需
要使用毛毡，井口、管线、单井炉算下来，需要
使用许多毛毡。为了节约材料费，这个站用随处
可见的土做保温材料，为井口流程、管线、加热
炉保温，平均一口油井就可以节约2张毛毡，节
省材料费17 . 16元。

维修大队维修四队是采油厂一支专业的维修
队伍，2016年这个队通过自学维修技术修旧利废
等工作，创造了降本180万元的纪录。

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更换轴承、拆装铜套
等工作。以往都是采取气焊烤、铜棒砸的方式进
行。队长何永军和车工高级技师冯少龙仔细琢
磨，利用一套报废的液压系统，制作了一台门式
液压机。“通过这台液压机，手动可装配各种轴
承、铜套，对泵轴进行校正处理。”何永军说，
这样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避免了配件的损伤，
提高了维修质量和速度，节约成本支出2万余
元。

“巧手”创效9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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