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着力转变思想观念，以新理念指导老

油田发展新实践，把价值引领、效益观念贯穿

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才能真正破解困局

思想的阻力是最大的阻力，观念的障碍是最大的
障碍。消除这种阻力和障碍，绝非易事。

时间回到2016年底，胜利油田务虚会现场。
“一切工作向价值创造聚焦，一切资源向价值创

造流动。”当孔凡群提出这些新理念时，有赞同，也
有疑虑。

原定两天的务虚会持续了一周。不同观念相互碰
撞，并最终达成思路共识：不仅要生存，还要更好地
生存！以价值引领为核心的五大战略，渐渐清晰。

但是，将新观念装进人的脑袋里，谈何容易！
处处都在喊“缺人”，都在伸手“要人”。“离井口

越近越安全”“一份职业干到老、一项技能吃到底”。这
些思想与做法，既是职业习惯，更是思想桎梏。

思想破冰，行动才能突围。面对低油价，从“怎
么看”到“怎么想”，再到“怎么办”，都是思想观
念上亟待解开的“扣”和“结”。

从2017年初开始，胜利油田干部员工去大庆、到
中原，学习、借鉴、思考。观念的差异深深触动了他
们：要想生存，必先求变。要想求变，必先换脑！

思想通，干劲足，价值引领的鲜明导向开始全面
树立。“能创效就是好岗位”“挣一分钱比花一分钱
更有价值”。一切工作向价值创造聚焦、一切资源向
价值创造流动成为行动自觉。

崔吉豹是最先求变的职工之一。胜利采油厂注采
606站副站长崔吉豹，工作30多年来，干过作业、采
油，都是围着油井转，从来没有迈出油田门槛。50多
岁的他本以为可以平稳退休，却于2017年3月转身走出
油田，干起广告装修业务。

崔吉豹记得很清楚，3月8日那天，采油厂召开创
效誓师大会，包括他在内的15名员工胸戴红花，走向
社会市场，承揽起东营某广告公司的广告装修项目。

15名员工迈出的一小步，成为胜利员工迈向外部
市场的一大步！

“走出去”的还有55岁的赵和平。2017年6月1日，
赵和平由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七区注采708站副站长，
变为采油管理七区第五党支部业务承揽专项党小组组
长、绿化项目组组长。跟他一起发生身份转变的还有
这个管理区的70名员工。

但业务承揽工作初期并不顺利。职工有各种不理
解、怀疑和猜测都有，主动报名的人寥寥无几。

“有对未来的担心，也有对未知的担忧。其实更
多的是害怕，害怕离油井远了不踏实。”

管理区设立了7个宣讲承包点，与员工面对面“交
心”、实打实“交底”，目的只有一个：让员工明白
“离油井远近都一样”。

“过去是你选择工作，现在是工作选择你。无论
咋样，无论在哪，都得干好工作。”面对改变，赵和
平深有感触。

有破有立，不破不立。只有破除“看摊守业”的
思想，强化“技术服务创效”理念，勇于走出去闯市
场创效益，才能有效推进深化改革攻坚战。胜利石油
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杨昌江认为。

面对低油价和高成本的压力，体制机制创

新能够带来“源头活水”。专业化管理通过让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握指成拳。

2017年，胜利油田稳步推进天然气、井下作业、
物业服务等专业化管理，开启了专业化管理、市场化
运营、社会化创效的新格局。

一个采油厂，围绕井口，电力、车辆、作业一应
俱全。油田开发建设中，这种长期以来的“大而全”
“小而全”，曾满足了快速上产的需要。但在市场高
度发达、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你有我有全都有”
反而造成资源浪费。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更好地提高保障能
力，增强竞争优势。

电力专业化成为2017年专业化改革的“第一仗”。随
后，胜利油田不断加快改革实施步伐，按照“核心业务
突出、辅助业务专业化”的思路，先后完成电力、天然
气、生产用车、作业、物业队伍的专业化改革。

由传统的保障型变身市场化运行的经营型，整合
后的专业化队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创效单元。

以天然气销售公司为例。自专业化公司成立以
来，这家公司对工业用气、商业用气持续开展输差治
理，干线输差从最初的5 . 50%降到1 . 16%，城区管网输
差从22 . 03%降到3 . 05%，年损耗气量不断下降。新成立
的车辆管理中心，按照“停驶一批、封存一批、报废
一批、优化一批”的原则，通过内部调剂、封存、报
废处置等方式，进一步优化设备资源，有效降低安全
风险、提升车辆运行效率。

专业化管理还产生了资源规模效益。胜利油田生
产运行管理中心交通科科长曲广以车辆保险为例解释
说，每年各单位都要给车辆购买保险。如今，车辆管
理中心有6000多辆车，属于超大型客户，在保险的选
择上有更多机会，能最大程度为企业降本增效。

专业化管理让专业人才进一步集中，人员规模扩
大，为细化服务、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

与之对应的，是采油主业实现“瘦身”，轻装上
阵做好勘探开发。并按照油公司建设的要求，做实新
型采油管理区。

新型采油管理区只保留油藏管理和注采管理两项
核心业务。油田通过配套机制，使管理区拥有自主决
策权，与专业化队伍之间建立甲乙方市场。一切工作
都从效益出发，一切决策都围着效益优化。

过去上级部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管理区首
先权衡投入产出，有效益就干，没效益不干。干不干
有了自主权，怎么干有了发言权。

权力下放后，权责对等了。作为独立核算的经营
单元，采油管理区天天琢磨家怎么当、活怎么干、钱
怎么花，如何见到更大效益。海洋采油厂海四采油管
理区将产量任务、躺井率、注水合格率等生产指标下
切，把生产维修费、电费等成本指标细化分解到平
台、班站，让每一名员工都感受到利润压力。胜利采
油厂管理五区注采504站有员工11人，管理着103口油水
井。在2017年7月之前，这里的员工超过50人。现在人
少了，油水井的各项指标竟然不断向好，站长于培晓
认为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建设功不可没。

如今，胜利油田已建成11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新
型采油管理区，用工减少46%，劳动生产率提升73%。
2018年，他们还将计划完成60个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建
设。

所有资源都能创造价值。实施资源优化，

盘活利用各类资源，既是老油田发挥优势的突

破口，又可以提升资源整体价值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胜利油田积累了厚实的
人、财、物、土地等资源。这些资源既是经营创效的
宝贵财富，又是挖潜增效的重要方向。

所有资源都能创造价值。在盘活利用人力资源

上，胜南管理中心切实尝到了甜
头。

按照胜利油田新的绩效考核办法，这家管理中心
2018年要创收3200万元，职工才能拿到绩效工资。

这笔账，中心主任李涛算得很清楚：2017年的一
些项目，今年可以继续运行。但完成全年任务，还需
挖掘其他潜力。他把目光瞄向了机关人员。

“同样是机关这些人，2017年服务的对象是1400
人。物业队伍专业化管理后，今年服务对象只剩下800
人。形势变了，机关的出路在哪里？价值该如何体
现？”

于是，他们与中国石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东营分
中心积极接洽，达成合作意向，挑选50名机关人员，
劳务输出至东营分中心。劳务输出的收入，约占到全
年任务的三分之一。

“担心不如担当，抱怨不如实干！”这个项目敲
定，李涛对于完成全年任务，心里已经非常踏实。

来自油田人力资源部门的数据表明，2017年，胜
利油田有两万多人离开原岗位创造新价值。

超过两万人“走出去”“动起来”，动力源自考
核新政。2017年4月初，胜利油田突出价值引领和效益
导向，出台绩效考核办法、人力资源和存量资产优化
配置指导意见等三个文件，形成了“1+2+2”绩效考核
体系，明确员工动起来、走出去的考核政策，用薪酬
分配的杠杆，成功激活劳动用工的“一池春水”。

考核新政与创造价值紧密挂钩，将经营效益与员
工绩效工资完全挂钩，按单位创效增效额度进行总量
考核、兑现绩效奖励，取消人均奖励核算办法，挣回
来的绩效工资人多就少分、人少就多分，调动了各单
位的积极性。

为让更多单位的人员动起来，胜利油田打破“围
墙”，搭建一体化统筹配置平台。该平台具备业务承
揽、人员借聘、外部市场信息等十大功能，晒出油田
内外部市场人力资源需求信息和各单位人力资源供给
信息，合理调剂人才余缺，鼓励富余人员跨界、跨单
位流动，承揽外部业务。

他们还在中国石化率先建立内部市场专业化服务
定额体系。内部市场专业化服务价格的统一，使专业
化队伍的经营水平可量化、可对比，推动了专业化队
伍跨单位服务，并倒逼专业化队伍自主经营、自我优
化、自负盈亏、加快从保障型向经营型转变的步伐。

“1+2+2”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出员工创效热情，
也让沉睡的资产焕发活力，产生新价值。

因种种原因，部分采油厂的设备、房屋等资产闲
置下来。但资产不论是在使用状态还是闲置状态，都
要按年计提折旧，进入成本。换句话说，闲置资产无
法创造价值，还影响单位创效能力。

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胜利油田出台《存量
资产优化配置指导意见》，并将之融入绩效管理体
系。同时，搭建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存在资产闲置
的单位可进入该平台发布闲置信息，有需求的单位
也可通过该平台发布需求信息。油田通过内部调
拨、出租、合作开发、出售转让等方式，让闲置资
产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依托这一平台，纯梁采油厂与孤岛采油厂做了一
笔双方受益的“生意”。纯梁厂将闲置的一辆特车调
剂给孤岛厂使用，得到油田对该车辆折旧费用的考核
激励，降低了成本。孤岛厂则在没有购置新设备、增
加成本的情况下，满足了生产需求。

不再“缺啥买啥”，而是“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在胜利油田，轻资产化发展方式已成习惯。数
据表明，2017年，胜利油田共调剂存量资产3559项，净
值超过7亿元；报废资产退出8649项，净值1 . 45亿元，
优化土地1799亩。不仅提高了资产利用率，降低了折
旧费用，还对成本结构起到了优化作用。

①2017年3月31日，现河采油厂首批采油工即将远赴新疆外闯市场。这是胜利油田东部油区，首次大规模成建制实施劳务输出。
②2017年5月，中石化东部最大的陆上采油平台——— 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采油管理四区白鹭湖“井工厂”实现了无人值守。已投投产油水井43
口、日产油量150吨的白鹭湖“井工厂”在建设初期，就按照油公司模式实施“四化”建设，并依托技术创新促进生产运行方式和组织管管理方
式变革，维修人员只是按运行周期和系统报警开展设备巡护消缺。

胜利油田机关工作人员，正走进挂有“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
司”牌子的办公大楼。

2017年2月21日夜，一场难得的小雪悄然而至。在现河油区，作业
工人顶风冒雪施工。无论油价如何变、天气如何变、改革如何变，
胜利石油工人的吃苦耐劳的作风不会变，迎难而上的精神不会变，
战天斗地的士气不会变！

2017年3月，套尔河油田开井复产。看着又一车原油运出，是注采
站站长仝勃最高兴的时刻！

□赵士振 刘铁

1月17日，成功实施公司制改革不久的中石化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迎来了第一次党代会。

新目标，新征程。本次党代会确定了胜利油
田改革发展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近期发
展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效益稳产2300万吨、
盈亏平衡点降至50美元/桶，低油价下实现扭亏
脱困。

直观的数据体现着担当，成为油田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根本要求和牵引改革发展的动力方向。

“2300万吨效益稳产、盈亏平衡点降至50美元/
桶”的目标，是胜利油田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的必
然要求，既是油田生存发展需要，更是政治责任担
当。实现这个目标，油田才能赢得战胜低油价的主
动权，才能奠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工作报告
中，中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胜利石油管理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
理孔凡群如此诠释。

对于这份责任与担当，胜利人早已选择好了
路径：实施“五大战略”，推动一切工作向价值
创造聚焦，确保油田高质量发展。

价值引领、创新驱动、资源优化、绿色低
碳、合作双赢，“五大战略”中，价值引领战略
是核心，被看作市场经济条件下，油田一切工作
的价值定位和目标指向。

对于价值引领，胜利油田的员工并不陌生。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它是人们天天挂在嘴边的
热词。

实践也已证明，正是价值引领，开启了老油
田颠覆以往、深刻变革的涅槃之路。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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