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王东奇 陈军光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魏 东

进入2017年，王东对工作有些不适应，“上
面管得松了”。

“现在业务科室一个月也来不了两趟。”作
为鲁胜公司鲁升管理区的经理，王东少了束缚，
从管理者的角度规划着管理区一年的工作，与技
术人员商讨怎样让每一项经营活动都有效高效。

一年之前，所呈现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业
务科室指导生产运行的电话不断；油井上措施，
科研所直接打电话通知……王东坦言，自己更像
是一个执行经理，为完成各科室定的指标疲于奔
命。

从执行经理到真正具有决策权的经理，发生
在王东身上的变化折射着新型管理区建设带来的
变革。

新型管理区从以生产管理、生产运行管控为
中心转移到油藏经营管理为核心上来。管理区考
虑如何经营管理好油藏和油气资源、如何盘活地
面资产和人力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
益，最终发挥储量的最大价值。

从体制到机制，在王东看来，一切都是新
的，极富挑战。

当家做主

一年多之前，王东还是鲁胜公司生产运行科
的副科长。生产运行科可以说是生产单位最为忙
碌的科室。哪个管理区要上动力，哪个管理区产
量下降要进行督导。“不是协调，而是命令。”
干了很多管理区经理应该干的活。

来到管理区当经理之后，王东发现，业务科
室确实管得太多了。虽说，公司将管理区作为一
个经营主体，将成本预算分解到管理区。可是这
些钱怎么花，管理区并没有自主权。

被指挥着干活的日子不好过。王东感受到当
经理的难处。“管理区通过精细挖潜，节约了电
费。可是节约下来的钱并不能用到其他地方。”
王东说，没有自主权的管理区受着传统管理方式
的制约。“公司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也不太算
效益账。”何时才能当家作主成为王东的一大心
愿。

2017年5月，一场以油藏经营管理为核心的
新型管理区建设实现了王东的愿望。鲁胜公司从
公司层面向鲁升管理区下放了措施自主决策权、
绩效自主分配权、人员自主优化权、成本自主支
配权、应急物质采购权等权利，让管理区真正成
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

管理区“摇身一变”成了经营主体，公司的
各个科室以及科研所反而转变成了为自己服务的
部门。王东说，公司充分放权，不再插手管理区
的日常生产经营，自己怎么干有了自主权。现在
管理区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家，作为油藏管理的主
体，对家里的一些账目、经营运行有了决策权。

目前管理区的工作目标由原来的要产量转变
成了要利润，一切工作围绕利润、效益来进行。

新机制新气象

上面管得松了，王东和管理区所有干部员工
的压力反而加大了。

“建议在王69-7井前置液里面兑上一点酸，
这样效果应该会比单纯挤解水锁剂要强。”鲁升
管理区副经理董高玉说着自己的方案。

“但是这样会增加作业的成本，导致这个月
的利润下降，影响职工的绩效工资，这也需要考
虑。”鲁升管理区技术办公室主任侯淑斌对董高

玉的提法有所顾虑。
“从长远来看，前置液加酸的效果要比单纯

的加解锁剂要好。现在预算产量是400吨，要在
周期内增加100吨的话，扣除成本，效益应该会
增加10万元。”鲁升管理区技术干事高玲玲从长
远角度分析措施的可行性。

像这样的讨论，侯淑斌他们每个月都要进行
三四次，而且往往都会为了怎样投入才能产生更
大效益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过去，管理区在技术决策方面更多的是在决
策的末端，也就是侧重于现场运行，现在管理区
有自主提出措施的权利，然后通过经济效益优化
之后，自主决策组织实施。通过技术决策优化，
不让无效设计流入到后续流程中，做到事前算赢
是管理区建立一体化技术分析决策机制的具体体
现。在新型采油管理区建设中，鲁升管理区构建
了包括一体化技术分析决策机制、经营决策优化
机制、生产运行与综合管控机制、党建思想文化
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在内的五大机制。

新机制的建立指挥着管理区的人员围绕油藏
经营管理开展一切工作。管理区所有的生产经营
活动要进行评价优化，最大程度地改善开发效
果；管理区在公司下达的利润指标下，按照经济
效益最大化和量价匹配的原则，自主安排成本费
用项目，让每一项经营活动都有效高效。

在自主决策下，鲁升管理区提出具有增产措
施油井15口，按照效益进行排序，根据考核利润
完成情况，决策实施3口井，日增油7 . 9吨。截至
目前，措施增效115万元。

公司每月的配产会不再召开，取而代之的是
财务组织召开的每月有关利润的会议。对于王东

来说，以前千头万绪的管控变为了单一的利润考
核。“自己成了油藏经营的主体，满脑子想得都
是怎么把地下的原油更加经济有效的开采出来，
让油藏产生最好的效益。”

有压力就有担当，有方向就有力量。管理区
作为主体，就要搞好经营，让每一项经营活动都
有效高效，让油藏产生最好的效益。只有把油藏
经营的更有效益，才能多挣绩效工资。

良性循环

与王东一样对工作感觉不适应的还有鲁升管
理区王55站站长尚文琦。今年，除了采油工所必
须的资质证之外，他又拿了3个证。“放下管
钳，就能干押运带车的活，也能当监督。尚文琦
俨然成为了采油一线的大拿。

以前班站职能划分的太细导致流程多，效率
低下，造成人员紧张。

随着“四化”建设的推进，注采班站实现无
固定人员值守，一线员工从简单的劳务工作中解
放出来，有更多的人去从事更有技术含量的工
作，采油工变的“一专多能”。

围绕着考核核算、价值引领，管理区相应的
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也发生了改变。鲁升管理区
从精简机构、职能合并、优化人员入手，将“三
室一中心”调整为“两室一中心”，7个专业化
班站调整为4个。现在注采站遇到简单的维修不
用层层上报，缩短了管理链条。

按照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鲁升管理区对相应
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完善，同时对制
度管理流程进行再造，修订了5大类，20项管理

制度、45项业务流程，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提供
了制度保障。

机构精简带来了人员的变化。目前，鲁升管
理区的人员由原来116人的用工量优化为79人，
生产一线人井比由0 . 54下降至目前的0 . 30。成立
“外闯市场项目部”，为优化下来的37名员工创
造机会，走出去创造价值。

在同等产量、效益规模的情况下，直接服务
于油藏的人精干了，运行更加高效。对于外闯市
场人员，鲁胜公司制订了详细的外闯项目部考核
政策，多挣钱就能多发钱。

“管理区构建的五大机制中的激励约束机
制，完全是靠利润来进行兑现，创造的利润、价
值越大，职工的收入就会越高。管理者围绕着油
藏经营管理主体更多的考虑怎样更大地创造效
益，给职工带来更多的绩效收入。这是一个良性
循环。”王东说。

目前，鲁升管理区正在探索采油班站承包工
作。管理区把效益帐算清楚，制订科学客观的生
产经营指标考核注采班站。效益好了，增效部分
发绩效；效益不好，就要扣罚。管理区与注采班
站成为甲乙方关系。

比如王55注采站井场三标需要维护，执行
《管理区内部市场结算价格》需要1000元。王55
注采站可从项目部选人完成此项工作，管理区从
王55注采站成本中扣除1000元，同时项目部完成
此项工作的人员月度收入增加1000元。

“经过逐步探索，配套市场化运行机制，管
理区成为甲方，更好的经营油藏，让油藏产生最
好的效益。”王东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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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油藏产生最好的效益
——— 从鲁胜公司鲁升管理区透视胜利油田新型采油管理区建设

□朱克民 王晖 报道
12月5日，胜利油田安全环保督查中心督查人员在利用无人机对胜利发电厂一号炉施工高空现场情况进行督查取证。目前，

4架无人机在安全环保督查中发挥重要作用。

□ 本报通讯员 刘智有

“十月份的指标排名，我们管理区取得了10
项考核指标中的6个第一名！综合排名又是第
一！”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海采油管理区生
产指挥中心主任彭立华在内部讲评会上这样说。

原来，在油田“四化”系统运行指标排名
中，这个管理区连续三个月取得综合排名第一。
拿到这样成绩的一年之前，他们根本连想都不敢
想。

2016年7月，胜海采油管理区“四化”系统开
始试运行，盼望已久的指挥中心主任彭立华却怎
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几乎所有仪器设备都“水
土不服”，不同程度地出现上传数据与实际数据
不符等问题，必须后期人工修正，导致数据修正
率居高不下。

“仪器仪表上传的数值不准确，肯定是数据
采集传输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转变思路，仔细
推演摸索，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该管理
区副经理孙相亮这样鼓励。

他们按照这一思路，重新梳理数据采集、回
传、显示、上传的整个流程，采用标准仪表对前
端仪器仪表标定测试，根据现场实测情况对设备
回传数据进行校正，确保回传数据的真实准确，
一举解决了上传数据不准的问题。当月就将数据
修正率从78 . 68%降到2%左右。

之后，他们通过定期校正功图量油计算系
数、电参系数等方式，提高前端“四化”仪表数
据采集的精确度，采取了完善自控仪表管理办
法、实施属地管理等措施，提高自控仪表完好
率。目前数据修正率降到了0 . 2%，自动入库率为
100%，均为油田最好水平。

“我们总结并应用了‘两精四全’管理法，
依托‘四化’改造升级后的大数据、互联网+管
控、运维一体化，做到前端数据采集精、数据回
传质量精，运行方式上做到全员化应用、全覆盖
运行、全参数分析、全链条管理。”彭立华介绍
说。

他们运用这一管理法，采取了人工检测与系
统筛查相结合的组合预警方式，及时发现故障问
题，不等不靠开展自主维修，确保仪表设备处于
最佳工作状态。同时对PLC（可编程控制器）、
RTU（远程终端控制单元）及服务器进行定期维
护，每月对前端的数据与服务器接收数据进行比
对，确保回传数据的精准度。定期对自控仪表进
行校检，对远程控制设备等进行测试，使得油水
井数据采集齐全率达到9 9 . 9%，设备完好率到
99 . 97%，也是油田最好水平。

胜海采油管理区经理巩真武这样说：“‘四
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数据取准、取全，为下
一步油藏开发动态分析提供有力参考。更重要的
是把数据利用好，用它们来指导生产，发挥尖兵
利器的作用，深化‘四化’应用，创造实实在在
的效益。”

为此，这个管理区通过开展胜海夜校培训讲
座、“四化”工作室学习活动，让员工了解仪器
仪表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提升员工使用和维
护技能，由单一管理向全员化管理转变，提升管
控人员综合分析能力和应急情况下的处理能力。
几个月来，他们牢牢地把阈值设置合格率、生产
动态巡检率、平台模块应用率等指标保持在油田
第一的位置上。

此外，这个管理区通过采用对照生产指挥系
统中油井平衡实时数据摸索平衡块加减数量，总
结出“四化”模式下功率平衡调整法。

系统上线平衡率由之前的68%提高到96 . 3%，
在油田“四化”抽油机平衡合格率考核指标中排
名第一。他们还利用生产指挥系统数据，优化油
井工作制度、举升工艺，机采系统效率由23 . 1%
提高到27 . 7%，吨液耗电降低1 . 27千瓦时/吨，今
年一到十月份仅电费一项就比同期减少165 . 68万
元。

胜海采油管理区总结应用“两精四全”管理
法，运行方式上做到全员化应用、全覆盖运行、
全参数分析、全链条管理，提升员工使用和维护
技能，由单一管理向全员化管理转变，提升管控
人员综合分析能力和应急情况下的处理能力。

“第一名”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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