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邱振军 杨彦磊

胜利塔里木分公司在持续的市场寒潮中，展
现出“破釜沉舟”的果敢勇气，拓市场，抓提
速，精挖潜，齐创效，实现了整体生产经营稳中
向好发展。

这一点，从去年年底他们收到的诸多市场反
馈中可见一斑。

2017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中石油阿姆河天
然气开发有限公司感谢信，对公司土库曼斯坦钻
井施工能力和组织运作水平给予高度肯定。12月
31日，公司北疆项目部收到胜利油田油气勘探管
理中心授予的突出贡献单位锦旗。

2017年，公司在西北局实现连续5年安全生
产无事故。

转变观念，优化市场布局

诸多“好声音”的背后，是思维的转变、市
场的优化、管理的提升，而最终，则是生产力的
巨大释放。

2017年，公司生产经营压力极其沉重。年
初，持续的市场寒气依旧弥漫，各大市场工作量
严重不足。在塔里木油田市场，从2016年下半年
至2017年4月，连续8个月没有井位续接。公司一
度月进尺仅1600米。前6个月，公司钻机钻停时

间达900多天。“相当于3支井队全年没活干。”
公司经理张振华介绍说。

面对压力和困难，公司选择破釜沉舟，勇敢
面对。不破不立的角度，让这家公司在宏观背景
下，重新审视市场与自身格局。

突破点首先瞄准了思维转变上。在市场观念
上，彻底丢掉市场复苏幻想，优化市场布局，借
着塔里木油田2020年上产3000万吨的契机，迅速
将位于北疆待命和西北局闲置的两台钻机抽调，
进入塔里木油田市场。

2017年，公司参与西北局投标16次，中标14
口井，该市场停待钻机全部盘活。在塔里木油田
市场，公司中标9口，中标率100%。在北疆，公
司十投十中，逐步站稳北疆市场。

布局优化之外，市场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
市场效益理念上。他们在西北局市场主动放弃塔
河主体区块部分盈利点小甚至亏损的井位，将公
司井队合理分配，向产值较高、周期较长、盈利
可观的顺北地区发展，成功将公司3部钻机引进
顺北油气田，合同额1 . 03亿元。

以现场为中心，抓住效益源点

思维转变带来的市场格局变化之外，今年，
管理优化对公司全年生产经营的促动，同样不容
小觑。“以现场为轴心”管理优化思路，成为贯

穿公司全年工作的最大亮点。
“以现场为轴心，就是紧紧抓住公司效益源

点，从机关人员下沉基层帮扶、单井成本管控、
物资盘活利用等多个方面，彻底转变经营思路，
紧跟基层生产实际，提高基层生产运作效率。”
张振华介绍说。

上半年，为了实现边远井队物资的快速供
井，公司增设北疆石河子和南疆轮台物资储备
库，确保了一线井队生产急需物资材料。同时，
对公司闲置物资建册建档，设立闲置物资共享平
台，盘活了公司闲置物资。

整个公司的一切动作都围绕快速钻井、安全
钻井、效益钻井，生产经营流程实现了高标准、
快节奏。

以现场为轴心，也意味着给基层井队充分放
权，实现由“生产主体”到“生产经营主体”的
角色转变。

在基层，公司制定倾向一线、严考核、硬兑
现的激励机制，不断提高奖励力度，使职工浮动
收入超过固定收入，让职工深切感受到井队生产
经营与自己息息相关。

通过角色转换，公司多支井队生产经营效果
超出预期。以搬迁按为例，作为井队生产的中间
衔接环节，往往被部分井队所忽视。树立以现场
为核心观念后，很多井队将这一过程当成提速增
效的关键。

搬迁按过程中，井队在生产、安全、设备等
部门的统一协调下，及时与运输、定向、泥浆、
录井等单位沟通，提前做好周密安排和部署，协
调解决工序衔接不畅、区域搬迁受阻等问题，大
大减少了无效停待时间。2017年，公司相继高效
完成了顺北蓬1井、山古1井、苏14井、成斜2
井、阿1井的长途搬迁任务，搬迁总距离达到
6550公里。

管理优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而不论是优化市场，还是管理提升，其目的
只有一个，那就是“效益”。

数据显示，2017年，公司平均机械钻速5 . 17
米/小时，同比提高5 . 3%，取心收获率99 . 18%，
同比提高17 . 72%，井身质量、固井质量合格率均
达100%，较2016年，生产时效大幅提升。

“对于处于扭亏为盈攻坚中的公司来说，时
效就是利润，就是效益。通过管理优化，提高基
层单元生产时效，目的已经达到。”张振华说。

管理优化带来的“蝴蝶效应”还在持续。
近日，公司相继在所有基层井队安装了柴油

流量计，随时监控各支井队的柴油使用情况，并
对接近临界线的井队实行量化预警。这也意味
着，公司实现对现场最大的成本支出——— 柴油消
耗实现管控，公司扭亏为盈局面更加明朗。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本报通讯员 杨 辉 任厚毅

袁长忠没想到，参与一次安全环保会议，收
获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

这事儿，还得从2014年说起。有一次，作
为胜利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微生物中心环境工
程组组长的袁长忠，参加胜利油田安全环保会
议。会上，有人提出，钻井废弃泥浆固化时间
长、固化强度低，且其浸出液的pH和COD均超
标，达不到安全填埋条件，集中存放又占用大
面积土地。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着多年环境工程经
验的袁长忠，脑海中立即跳出一个疑问，能否用
微生物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他工作的微生物中心
菌种库有1000余株菌种，是石油石化系统规模最
大的微物技术研究基地，可多方面为油田生产服
务。更为重要的是，钻井废弃泥浆中含有大量有
机物，而许多有机物用菌就能降解。

他从现场取回几公斤钻井泥浆，在实验室开
展试验。他在500毫升烧杯里放入泥浆与菌种，
通过设置适度的环境温度、气流，24小时后，检
测发现COD含量由最初的3000多降到100以下。
经过连续3次试验，效果基本一样。

袁长忠说，“专利要先申请保护，然后等待

时机，在企业需要时再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否
则，一旦有人申报，再好的研究成果也于事无
补。”

他将几次试验结果，按照发明专利有关申报
程序，撰写了“一种钻井废弃泥浆的生物处理方
法”，2014年申报国家专利。

经过漫长的等待，2017年12月，袁长忠的
“一种钻井废弃泥浆的生物处理方法”，终于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局授权。

其实，用微生物技术服务油田环保早已有
之。早在1999年，在微生物中心成立之初，科研
人员就利用微生物技术应用于孤岛采油厂建成第
一个污水处理项目，当时采油污水经微生物处理

后COD含量为120，完全符合当时的排放标准。
此后，微生物技术除在采油领域广泛应用外，还
在油田富余污水资源化回收利用上应用，收到了
节能创效的双重效果。

谈起微生物对油田环境工程的贡献，袁长忠
对生物脱硫保粘技术格外满意。该技术目前在孤
岛采油厂、孤东采油厂大面积推广，达到20000
立方米/天，占油田注聚污水处理的80%。

2018年，他们将在临盘采油厂实施地面工程
产业化项目，将微生物技术投向油泥砂处理上，
预期经生物法处理后油泥砂中原油含量达到土地
可利用标准，为油田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的
双赢。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本报通讯员 王东奇 王振华

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海西村，黄河边的一个
小村落。

25个储油罐整齐地摆放在村北的黄河滩内，
在一片绿油油麦田的映衬下，格外显眼。

这些因燃料结构调整而淘汰下来的储油罐见
证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在这个冬天，胜利油田
564台燃煤锅炉彻底告别燃煤时代。

油罐用上“热得快”

尽管距离黄河只有1公里的距离，但在这工
作了9年的刘峰却无心欣赏它的壮美。

刘峰觉着自己更像是一个与煤炭打交道的运
输工，“忙碌一天，筋疲力尽。”

去年9月份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用小推车
将煤炭从库房一车一车地推到加热炉旁，再用铁
锨将煤炭填到炉子里。每个加热炉一天需要50千
克到75千克的煤炭。

他一个人负责6台锅炉，这个工作不分昼
夜，尤其是在冬季。“给一个炉子加煤要用20分
钟左右，每4个小时加一次。基本上就是一直在
加煤。”

“没办法，太稠了，必须要加热。正常的温
度下，这些原油都能站立起来。”刘峰指着架在
高处的储油罐说。

刘峰所在的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胜凯管理
区共有25座燃煤加热炉，从开发伊始就在使用。
使用加热炉是油田生产中必要的一项措施，部分
油井采出的原油由于粘度较大或者液量较低流动
性差，需要加热炉为原油加热降粘促进流动。其
中燃煤加热炉因运行成本相对较低，在油田有着
较大规模的应用。

往炉子里面加煤还不算最辛苦的工作。“最
怕清理煤灰了。”煤炭燃烧产生的煤灰如果长期
不清理就会堵住烟道，造成加热炉无法正常工
作。刘峰说，每清理一次，自己就像从煤堆里爬
出来一样。

去年冬天，刘峰的工作彻底与煤炭告别了。
刘峰所管理的6台燃煤加热炉被改造成了电加热
炉，只需要按一下按钮，油罐就可以实现电加温
了，“就像家里用的热得快一样，方便，管
用”。

本着“管业务、管环保”的原则，工程技术
管理中心全面调研摸排了油田在用燃煤锅炉现
状，以“经济实用、高效可靠”为原则，从一次
性投入、运行成本、技术适用性等方面进行了可
行性分析，组织专家召开11次治理技术方案讨论
会，明确了改造技术思路评价优选替代改造工艺
经济技术指标，确保实现经济替代、可靠使用。

提前一个月清零

平常不太关注新闻的刘峰不知道，从天天运
煤到按按钮，他工作状态的改变，竟然能与国家
政策扯上边。

今年2月28日，国务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要求“2（北京、天津）+26
（含山东的济南、淄博、滨州、德州、济宁、聊
城、菏泽）”城市10月底前完成10蒸吨以下燃煤
小锅炉淘汰工作。

刘峰负责的6台锅炉正是国家要求淘汰的10
蒸吨以下的燃煤小锅炉。据统计，胜利油田10蒸
吨以下在用燃煤加热炉数量达到564台，涉及9个
开发单位、横跨山东省五个地市。一年要烧掉
2 . 7万吨以上的燃煤，1 . 2万吨以上的生物燃料。

刘峰负责的锅炉其实并不在“2+26”区域
内。但胜利油田自我加压，将没有涵盖在“2+
26”区域的东营、潍坊地区366台锅炉也纳入到
了治理范围内。

“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
作。不在这个区域的锅炉，现在不改，以后也要
改，索性一次全改了。”胜利油田工程技术管理
中心副主任陈军介绍。

“不烧煤炭，换成哪种燃料都行。”对于不
让烧煤炭这件事，刘峰高兴极了。

可在陈军看来，采用什么方式代替煤炭也是
一门学问。胜利油田生产点多面广，加热炉也广
泛分布。在治理过程中，他们确定了燃气替代、

气电两用炉替代、井筒化学降粘替代、电加热替
代、管线串接伴输等五种治理改造方式，并针对
不同区域特点编制了41项分区治理方案。

在刘峰的指引下，记者看到，他所管理的燃
煤加热炉的炉口已经贴上了封条。国庆节前，胜
利油田对564台燃煤锅炉进行全面销号检查验
收。经现场检查，所有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
改造、拆除或封焊停用，比国家、中石化集团公
司和山东省规定时限提前一个月实现燃煤锅炉环
保治理“全面清零”的目标。

探寻绿色能源

早在刘峰之前，就有人告别了与煤炭打交道
的日子。

开车从东营南上高速，沿着青州方向行驶半
个多小时，在高速路的东侧会看到一口油井。该
井如不细看和其他油井没有什么不同。真正到了
油井现场会发现，它所用的加热炉与其他油井不
同：不烧煤，也不用气和电，而是用的太阳能给
油罐提供热量。

据工作人员介绍，经过近一年的试运行，该

种方式要比电加热的方式更加经济，而且纯绿色
无污染。但是管理人员也担心，进入冬季，太阳
能板产生的能量无法满足油井生产的需要。

564台被改造的锅炉中，有168台改烧天然
气。气源大部分来自油井伴生气。

陈军说，用天然气无疑是最经济环保的。由
于一些油井伴生气不足，又没有燃气管道，所以
并不是所有的加热炉都可以烧天然气。

564台加热炉治理改造，累计投入资金过亿
元，改造后年运行成本相比改造前年增加近1700
万元。

在进行燃煤锅炉改造的同时，胜利油田同时
进行一项气代油工程，让移动锅炉也烧上清洁的
天然气。对于一部分偏远井站，他们更是启用了
LNG、CNG点供业务。目前，每天大约有30多台
运输车辆在油田的各个点供点来回穿梭。

从煤炭到电再到太阳能，胜利油田在新能源
利用中的脚步一直不断向前。胜利油田首个自主
实施的分布式光伏余热多能互补新能源项目———
乐安联合站项目正在建设中，项目投产后，发电
量达到87万千瓦时/年，节约标煤349吨/年，碳
减排914吨/年。

□徐卫卫 陈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中央文明办通过中国文

明网发布2月“中国好人榜”，101位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
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胜利油田“90后”女护
士杨璐璐荣登“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榜”榜
单。

路遇老人突然倒地晕厥，帮还是不帮？正当
有人犹豫帮还是不帮、怎么帮之时，27岁的杨璐
璐却一声“我是护士，相信我”，义无反顾地投入
到“黄金四分钟”的抢救中，一组又一组的心肺
复苏和人工呼吸，她终于将老人从生死线上拉了
回来。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后，她便默默离去。在
她心中，救死扶伤本就是选择这身白衣的初衷。

□通讯员 许庆勇 姚兰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在日前滨州市“全市最美献血

者”颁奖典礼上，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荣获2017
年度“全市最美献血团队”荣誉称号。

多年来，在滨南采油厂的积极倡导下，员工
踊跃参加无偿献血，用爱心演绎了一个个奉献的
故事。两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曹宏
伟一直悄悄献血，2006年以来累计献血量高达
2 . 1 8万毫升；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
者——— 采油管理八区金志鹏10多年来献血25次，
累积献血9800毫升……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困难，能够
在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我感到很高
兴。”曹宏伟表示。

2007年以来，滨南厂组织职工献血2200余人
次，累计献血66万毫升，55名职工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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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化带来市场效益

微生物技术在油田环境保护显身手

564台锅炉告别燃煤
——— 胜利油田全面完成“2+26”区域燃煤锅炉改造纪实

□吴木水 报道
中石化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将横穿养殖区的老旧管线进行剥离，对新铺置管线改用不同规格的防腐、加厚无缝钢管，确确保鱼虾养殖区

等重点区域的安全清洁生产。

油田女护士荣登
“中国好人榜”

□通讯员 高莉 王国章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前

夕，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地质研究所喜获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孤岛采油厂地质研究所共有员工87人，62%
为女工。面对低油价和保效益的压力，广大女科
研工作者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先后荣获“山东
省十大创新巾帼文明岗”“中石化金牌研究所”
“胜利石油管理局三八红旗集体”“胜利石油管
理局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

孤岛厂地质所喜获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胜利滨南厂成2017年度
滨州“最美献血团队”

□ 本报通讯员 刘玉鹏

提起网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颜值，然而在
油气井下作业中心孤岛作业大队（西区），人们
印象中“傻大憨粗”的作业队却涌现出大批“网
红”。

说起这件事儿，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主管
科技革新工作的机关干事王晖。在工作中，王晖
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窘况，一边是员工面对困难
抓耳挠腮，一边是革新成果束之高阁。他一直在
寻找一个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最
后一公里。

新年伊始，“百万英雄”“极速挑战”等多
款答题APP（手机应用程序）的迅速走红给了王
晖灵感，他建了一个科技革新群。在群里，辈分
最高的当属油田技能大师白瑞义，手下的“八大
金刚”也个个能揽“瓷器活”，革新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畅通了。

群里除了科技革新精英，更多的是基层干部
和技术骨干，有什么施工难题，动动鼠标，就能
得到解决。GDB21-0-9井施工，在对管柱试压检
验时，投入泄液杆，却没有达到泄液的目的。白
瑞义的管柱试压工具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球
径52毫米的陶瓷球代替球径为45毫米的传统钢
球，试压球的水力举升更加容易，同时也降低了
井口安装高度。

随着施工难题和科技成果对接得越来越顺
畅，群里技术大拿出尽了风头，粉丝暴涨，尤其
是拥有22项国家专利的白瑞义，被爱徒陈国辉戏
称为“网红路上越飚越嗨的技能大师”。

革新群里热热闹闹，最高兴的莫过群主王
晖。“很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建群就是为给
高技能人才和前线队搭起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加
速科技专利成果转化”。

白瑞义认为，一线员工是企业最基层、最前
沿的实践者，员工在实践中的科技创新能最直接
提高生产力，推动产品设备更新换代和技术升
级。大批革新“网红”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专业化改革的新状态、新理念、新动能。

作业队里的“网红”

□通讯员 王宁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工艺研

究院自主研发的录井房式钻井液在线监测系统近
日在桩12-平21井试验成功。目前已连续运转120
小时，实现了钻井液10项参数的实时测量、连续
记录。

这套钻井液在线监测系统，取代了人工取
样，消除了人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并且实现
了实时测量，每秒记录一组数据，远远高于国外
同类产品10-15分钟的监测频率，能够更好地预
判井下状况，应对突发问题，初步实现了工程化
应用目标。

钻井液在线监测系统
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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