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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志惠 魏一军 报道
本报德州讯 如何治理多余的污水，是一

个让油田企业头疼的难题。中石化胜利临盘采
油厂积极探索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坚持“变
废水为有效水”的污水治理理念，通过实施
“西水东调”“北水南调”两项工程，将富余
的采油污水资源化，不仅消除了环境污染隐
患，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环境保
护与石油开发的同步发展。

临盘采油厂所辖油区分布在德州、济南两

市的4个县（市）境内，油区面积达到3600平方
千米。由于断块破碎、地层复杂，注采不平衡
现象极为突出，临盘油田每天富余的污水高达
6000立方米，而临南油田、商河油田部分低渗
透区块因注水水质不达标，注水水源紧张，造
成地层欠注，地层能量损失。为解决这一供需
矛盾，临盘采油厂先后投资新建了“西水东
调”和“北水南调”工程，既解决了两个油田
的缺水问题，也解决了临盘油田富余污水的回
注问题。更重要的是杜绝了污水外排造成的环

境污染，实现了产出污水大联网，为精细注水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临盘厂紧紧围绕“水”字做文章，全面开
展污水减排和治理攻坚，通过关停高含水井，
调整产液结构，对高含水油井实施封堵等措
施，控水稳油，特别是投资建设了商河油田调
水工程和临南油田调水工程，彻底解决了临盘
油田富余水回灌问题，有效减少了环境风险。
“西水东调”和“北水南调”工程的起点，位
于临盘采油厂第一净水站，在这里，临盘采油

厂富余的污水经过精细处理后，源源不断地输
送到商河油田和临南油田，彻底解决边远低渗
区块注水难的问题。

“北水南调”工程投产后，每天可向临南
油田方向输送精细水4500立方米，注水水质由
A3级提升到A2级，可满足临南油田夏70-07、
临33-141、临111等低渗区块注精细水的需求。
而“西水东调”工程则每天为商河油田输送精
细水1500立方米。破解注水“瓶颈”后，构筑
了油田效益开发基础。

变废为宝让采油污水资源化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王维东 惠心怡

西北某油田5口油井招标，胜利塔里木钻
井公司五投五中，一口气“吃”下全部井位。
一时间，风光无两，令市场艳慕。

经历了一年的市场低迷期，2017年，国际
油价逐渐复苏，从2016年20 . 96美元/桶的谷底
触底反弹，一路攀升到50美元/桶，井位像是
听到招呼似的应声落地。

一季度，胜利油田在山东投放新井869
口，同比增加700多口；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国
内外部市场中标项目72个，新签合同金额4 . 62
亿元；海外市场新签合同5个，合同额1 . 06亿美
元，同比增加0 . 89亿美元。

感觉丧失了用武之地

“五投五中！”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市场总
监李兴会有点不敢想，“中标如中彩”。

新疆塔里木钻井工程技术服务市场是高度
开放的社会化市场。多年来，胜利塔里木钻井
公司和民营企业同台竞技，市场格局一直处于
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

低油价下，井位“难产”，一旦有新井释
放，饥荒的油服们一哄而上，抢食项目。

在市场前沿摸爬滚打28年，李兴会见证了
其中的个中甘苦冷暖。但过去的一年，市场骤
然变冷，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2016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油服
们纷纷面临着“项目荒”的尴尬境地。胜利石
油工程公司超过一半钻机停机。

远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胜利塔里木钻
井公司也在劫难逃。“26部钻机，形势好的时
候只能勉强运转12部钻机。”在一意孤行的油
价面前，时任胜利塔里木钻井公司经理的李兴
会感觉力不从心，“有时候就是一种有劲使不
上”。

李兴会很焦虑。
这样的压力同样笼罩在袁景国身上。作为

渤海钻井仙河钻井区域协调部40619钻井队的指
导员，袁景国其实对市场冷暖的感知更深切。
他说，“国际油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感冒一
阵子。”2016年，渤海钻井仙河钻井区域协调
部被迫封存了5部钻机。

“以往，工作量饱满，钻机连轴转，有
时，想抽身休息也是一种奢望。如今，没活干
了，身体轻快了，心却累了。”钻机封存，袁
景国队上的40多名员工被悉数分流到其他井
队，只剩他和3名员工在设备库轮流看护设
备。久而久之，多年来在井队练就了一身本领
的员工感觉一下子丧失了用武之地。

没有了工作量，胜利塔里木钻井公司员工
每月只发900元，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见
面，员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问“啥时候有活
干”。

钻机出库

春江水暖鸭先知。

岁末年初，袁景国守护的5部钻机陆续出
库。嗅觉敏锐的他发现，市场仿佛涌现出一股
久违的暖意。

2月20日，待字闺中整整10个月，袁景国终
于结束了漫长的等待，以40619队指导员的身份
重新回归钻井市场。

市场回暖的迹象，袁景国早已察觉。2017
年，在渤海钻井仙河钻井区域协调部的职代会
上，袁景国就捕捉到上层释放出市场回暖的信
号：2017年，渤海钻井仙河钻井区域协调部的
钻井进尺40万米，比2016年增加16万米。

2017年，油价抬升，投资增加。公开报道
显示，2017年，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大幅度
增加上游的投资，整体增加幅度超过500亿人
民币，上游整体投资额度将超过2900亿。

在资本的助力下，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冰封
的23部钻机相继解冻出库。一季度，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实现首季“开门红”：胜利本土市场
稳中向好，钻井进尺47 . 8万米，同比增长12 . 2
万米；海外市场逆势而上，不断有新突破，收
割了价值8467万美元的土耳其地热井大包项
目。

胜利石油工程副总经理史建刚分析，市场
回暖的背后是，人们对国际经济充满信心刺激
了油气消费，进而拉动各大油公司对上游的投

资，推高国际油价。
一季度，胜利塔里木钻井公司完成合同额

3 . 01亿元，超2016年全年合同额。
3月的新疆，阳光明媚，绿意葱葱。走在

库尔勒的大街上，阳光打在身上，暖意浓浓。
其时的天气犹如李兴会的心境。一季度，

胜利塔里木钻井公司封存的10部钻机陆续出
库。“五投五中”的李兴会用一首《春归》表
达了他内心的喜悦：霞光万道大地醒，杨柳新
绿催鸟鸣。小桥溪径两三步，含羞桃花笑面
迎。

暖春还是倒春寒

当前，钻井市场呈现出的一片欣欣向荣景
象是新常态还是昙花一现？

市场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乐观
者认为，国际油价已经进入“L型”的横杠通
道，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油价会在50美元/
桶至60美元/桶的区间震荡；悲观者的分析则
是，油价的向好只是短期小反弹，可能几天就
会把数月的涨幅跌掉。

一季度，胜利渤海钻井总公司在胜利油区
收获275口井位，钻机满负荷在运行，市场上
一度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景象。但在渤海钻井总

公司副经理杨世杰看来，这只是一种错觉，当
前钻井行业的形势也许只能用“乍暖还寒”来
形容。截至5月2日，渤海钻井剩余井位85口，
按照目前的生产进度只能维持到6月中旬。他
认为，钻井行业的春天尚需假以时日，现在判
断春天来临为时尚早。

不过，时至今日，即便是最坚定的乐观
派，也鲜有人敢对国际油价涨跌抱有笃定信
心。他们的普遍共识是，2017年国际油价将在
50美元/桶附近低位震荡，而且长期保持低油
价是大概率事件，60美元/桶恐成2017年国际油
价的“天花板”。

低油价以来，高频率出现的“寒冬期”一
词，今年在胜利油田的官方语境中突然销声匿
迹。观察人士认为，这一细节凸显了胜利油田
决策层对油价将长期低位震荡的形势判断，抛
弃了对春天的幻想。

史建刚表示，低油价冲击下，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转方式调结构，钻机由219台压缩到159
台。这次钻机工作量增加，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不会再扩大规模，增加的工作量将通过提高设
备和人员效率来消化。

大气候里也有小环境。暖春也好，倒春寒
也罢。在袁景国看来，有活干就是幸福。

转方式调结构，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23台封存钻机再度出库 □通讯员 王维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一面是经济可采储量告急，

2017年胜利油田剩余经济可采储量1 . 15亿吨，按
照目前2340万吨的开采速度，只能维持5年；一
面却是14亿吨的储量在地下难以动用，呼呼大
睡。

为了盘活储量资产，将难动用储量“管起
来、动起来、活起来”，探索难动用储量开发新
模式，今年，中国石化在胜利油田开展难动用储
量试点。

胜利油田和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本着风险共
担、合作共赢的原则，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单井
产能、降低工程造价，实现难动用储量的效益开
发。

胜利油田对300多个区块进行摸排，筛选出9
个区块进行难动用储量开发试点，覆盖储量1 . 13
亿吨，计划今明两年产能建设20万吨。

难动用储量合作开发分为开发单位承包和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承包两种方式，前者是开发单位
承包方案设计指标、投资效益和工程质量，实行
绩效考核；后者是石油工程公司对项目开发方案
设计、钻井、投产和地面工程施工承包，实行
“交钥匙”工程，建成验收后交由开发单位管
理。无论哪种合作模式，分公司与工程公司在项
目建成投产两年内，对市场边际效益计算超过方
案设计的利润按4：6分成。

难动用储量

开发试点展开

□通讯员 赵雪 任胜 王振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海洋采油厂中心三号平台荣获

2015-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呼，油田勘探
开发研究院滩海勘探研究室副主任杨贵丽和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沙特钻井项目管理部团队分别获得
“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和“山东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其中沙特项目部是此次评选中唯一一个获
奖的企业基层队。

油田俩集体

一个人获表彰

□通讯员 贾新青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孤岛厂以小区为单位，实施老

年区域化服务管理，12个驻村服务站正式运行，
实现了村村都有老年服务站。

老年驻村服务站负责离退休职工的政治、生
活待遇的落实和家属的服务管理，做好健康疗
养、文体活动、健康查体、医疗费报销、住房、
节日物品供应等日常服务管理。在老年区域化管
理的基础上，探索实施“党支部+社团”模式，
实现党支部与老年大学、文体协会、小区服务组
融合管理。

孤岛采油厂实施

老年区域化管理

□通讯员 姜化明 田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长篇传记《大国工匠代旭升

传》暨《大国工匠之歌》首发式4月25日在京举
行。该传记的稿费、版税50万元，全部捐赠给大
国工匠与劳动模范研究所，用于设立以大国工匠
代旭升名字命名的大国工匠研究出版奖励基金。

长篇传记《大国工匠代旭升传》记录了全国
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中石化胜利油田高级技师
代旭升多年来立足岗位创新创效的事迹。他长期
扎根在油田第一线大搞技术创新，精益求精，崇
尚极致，荣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荣获
“中国高技能人才十大楷模”荣誉称号。以代旭
升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示范创新工作室”，“国家人社部技能人才示
范创新工作室”，他陪养徒弟上千人，累计为企
业创造经济效益2 . 9亿元。

《大国工匠代旭升传》

首发式在京举行

□ 本报通讯员 于佳 王伟

走进潍北采油管理区，二维码在井场的每
口油水井随处可见。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
扫，一张张包含着生产状况、油藏属性、开发
作业、井筒状况、解决对策、效益评价等多项
内容的图表，在手机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从地
理位置到生产状况再到成本效益，每口井的资
料信息都一目了然。它们就像一个个微型数据
库，为这个管理区油井生产提供着便捷。

“这既是打破油井封闭式管理模式的一扇
窗口，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种信息化手
段。”潍北采油管理区党委书记、副经理张信
超说。

过去，东胜潍北采油管理区在管理中曾采
用“一井一策”档案，比如建躺井档案馆、健

康卡等。可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除了专业技
术部门，员工对油水井情况了解的并不全面，
特别是每次“会诊治病”时，还要从大量资料
里反复查找历史，费时费力效率还低。

只有全面了解油井，才能管理好油井。这
个管理区借鉴医院病历的模式，把每一口油水
井信息汇总起来，通过服务器为每口井生成一
个二维码，并利用这个载体把生产信息呈现出
来。

为了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技术在生产中的作
用，今年以来这个管理区积极转变观念和思
路，在二维码使用上不断升级。

他们借助定位软件把二维码加入谷歌地
图，只要用谷歌定位到井位点击进入，二维码
就会自动弹出，足不出户就能随时掌握油水井
信息。同时这个管理区还结合每月成本核算变

化，将油水井效益评价情况录入进去，为生产
成本管控和措施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昌90注采管理站管辖下的昌3是个老区块，
老井多管理起来也比较复杂。自从有了这些
“身份证”，站上员工从井场管护变成了油井
“医生”，对油水井生产规律掌握的越来越清
楚，判断故障的综合能力也得到提升，使油井
检泵周期大幅延长，并通过合理调参实现单井
日节约600度电。

微信二维码的灵活与便捷，把东胜潍北采
油管理区油井管理向网络信息化又推进一步，
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更多效益。据了
解，今年一季度该管理区比去年同期少发生40
万元作业费，仅4月份单日比上月节约1300余元
电费。

二维码带油井走进“互联网+”

□李吉建 丁静 报道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测井

技能大赛4月25日在胜利油田
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的12支
队伍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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