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郝兵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如今，在石油开发中心青东

5生产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屏幕上，寸土寸金
的人工岛上多了一个板房大小的蓝色设备。

“从以前的购买电加热到现在的使用天然
气发电机发电，自给自足，让管理区一年节省
100多万元电费。”青东采油管理区经理李洋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青东5海油陆采平台于2014年投产，投产时

总共射开37个油层，层间矛盾突出。油藏要么
含蜡，要么结胶，蜡、胶含量分别达8 . 2%和
18 . 5%。由于原油物性差，易结胶结蜡，严重
制约正常开发生产，需要对井筒升温。初期，
他们选用空心杆掺水升温来解决这一生产难
题。由于空心杆掺水井现场管理难度大，且不
方便原油含水落实等问题，经多方讨论，逐渐
改用电加热进行井筒升温。

“电加热耗资不小。”李洋说。岛上共有

油井48口，目前已实施电加热油井22口。电加
热的生产工艺，耗费电能较多，每口井日耗电
量约500千瓦时，一年电花费几百万元。

对于以油藏经营为主体的新型采油管理区
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近两年，通过对油井套管伴生气量及加热
炉用气量进行分析，他们发现每年4月到11月
期间套管伴生气有充分结余。多方论证后，管
理区决定实施伴生气发电项目来满足油井电加

热用电需求。
今年6月，伴生气发电机工程经过多方的

共同努力，顺利达到投产条件。经过1个月的
多次试运调试，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顺
利投产运行。

伴生气发电机项目的投运，解决了管理区
22口油井每年8个月的用电需求。截至9月底，
已累计发电量110万千瓦时，节约电费70余万
元，预计全年可节约电费100余万元。

□ 本报通讯员 于佳

土地改造，村子拆迁，一棵陪伴村里人多
年的老槐树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为了这棵
树，一场自发性的保护行动悄然展开……

“这棵树已经挂牌保护起来，任何人任何
单位都不能破坏和开采，情况我们反馈给了当
时打电话的热心市民。”再次回想起这件事，
临朐县林业局下属林业站的一位曾姓负责人如
是说。

今年五月，该林业站接到一个从胜利油田

打来的热线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李师涛，是
中石化胜利油田东胜公司一名员工。原来，他
老家所在的临朐县南李家山村，因城市发展面
临搬迁。全村都搬空了，唯独留下了这棵有着
600多年树龄的老槐树，孤零零地矗立在废墟
中。按照规划方案，这个村不仅房屋要拆除，
所有附属物也要一并清理。

“我们对这棵树有感情，觉得这棵树保护
着村里人丁兴旺，就算村子搬走了，也想留下
这棵树作为南李家山的记号。”李师涛说。

在他的印象中，这棵老槐树长得非常茂

盛，直径接近2米，有三层楼高，要三个人才
能抱过来。村子搬家后，大家都为这棵树的命
运担忧。

李师涛觉得，从感情上说，过去他一直觉
得这棵树像他家的，但现在看来是全村人的牵
挂。

就这样，他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临朐县林
业局，希望能留住这棵树。与此同时，村里其
他人也把这一情况反映给要在这里建设的龙山
产业园方面。临朐县林业局积极与龙山产业园
沟通协调，拿出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林业局方面曾姓负责人表示，一般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称之为古树，而山东省对古树
名木的保护也有明文规定，任何人任何单位都
不得对古树有砍伐、擅自迁移或损害古树名木
正常生长等行为，违者将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
任。林业局方面同时表示，目前该树已经挂
牌，并被纳入林业局古树名木管理档案。

得知老槐树保留下来，李师涛深感欣慰，
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乡的老父
亲。村子搬迁后，他又回去了两次，专门看望
这棵树。

□ 本报通讯员 杜林泽 崔可宁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魏 东

“采油管理一区新型管理区建设方案不仅
科学、合理，而且有创意、有新意，是个好方
案！”说到孤东采油厂管理一区新型管理区建
设的做法，参与方案审核的厂领导交口称赞。

从采油厂领导到机关科室，从管理区领导
到基层干部员工，都是一个评价、都是一个声
音。缘何他们都说“好”？

集体智慧深度“碰撞”

“方案就是顶层设计。如果方案出了问
题，整个新型管理区建设就会跑偏、变味，我
们丝毫不能也不敢大意。”管理一区党组织负
责人李新忠深感重担在肩。

连续几个月，管理区党政领导班子紧扣
《胜利油田新型管理区规范建设管理大纲》要
求，坚持上下结合，广泛征求意见，深度磋商
碰撞，数易其稿。

5月初，管理区出台方案第一稿。几个星
期的学习讨论，基层干部员工不仅了解了方案
的主要内容，而且提出了400多个问题和建
议，其中，319条被吸收进方案之中。

“方案第二稿，我们基本上是‘吵’出来
的！有想法就说，有意见就提，有异议就争，
有分歧就吵。”经营管理室主任温泽富说。6
月16日至17日，从管理区领导到三室一中心主
任，再到基层正职共30余人，以头脑风暴的方
式，集思广益。

一天半下来，他们从建设目标、建设原
则、建设内容到配套措施等五大项、24小项、
300多条措施，一项一项讨论，一条一条完
善，共发现并整改了1986个问题。

与第一稿相比，方案第二稿呈现了脱胎换
骨般的变化。

“不怕有问题，就怕没办法。”方案起草
总牵头人、管理一区党委副书记杨其平说，
“只要办法奏效，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带着问题上机关，诚心向专家、专业人员
请教“办法”；带着问题下基层，虚心向干部
员工讨教“办法”。短短的一周时间，从管理

区领导到三室一中心负责人共请教“办法”
474个，讨教“办法”302个。

经有机揉入、合理吸纳776个“办法”
后，新方案终于出台，并顺利通过了采油厂领
导办公会审核和管理一区职代会审议。

方案精准落地

“执行什么？谁来执行？如何精准执行？
如何监督执行？”管理区党政领导班子带着问
题寻找答案。

深化“总体执行”意见，让执行不偏不
倚。该区依据“先体制后机制、先三室一中心
后基层班站、先干部后员工、先归集后优化”
顺序，设定方案实施时间，分解实施基本内
容，制定包括成立执行（监督）小组、机构
（岗位）设置和优化配置原则等5大项、19分
项、500余小项措施，让方案执行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细化“精准执行”清单，让执行严丝合
缝。该区制订了《新型管理区建设实施计划清
单》，重点围绕三室一中心及基层班站岗位设

置、生产经营指标制订、管理和操作手册完善
等21个执行分项，从责任人、计划实施、需要
协调问题等11个方面，分解任务，细化措施，
将执行任务化整为零、化部分为条目，实打实
地将执行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岗。

优化“最佳执行”办法，让执行毫厘不
差。在事关员工切身利益的全员竞岗这一环
节，从岗位设置、积分测算、竞岗程序等多个
方面，设置15个管理单元和420个岗位，完善了
员工积分测算、积分排序规定，优化位次优
先、轮次申报、择优录用办法。

8月22日，在管理一区组织的人力资源优
化配置大会上，400余名员工找到适合自己的
岗位。

“真的没想到，过程这么顺，效果这么
好！”会前还捏着一把汗的管理区领导终于长
舒了一口气。

超前预判紧贴实际

“方案实施前一定要有预案，问题一定要
有预判，应对一定要有措施，队伍一定要保持

稳定！”在管理一区建设新型管理区伊始，采
油厂工会主席朱绪凤对稳定好队伍提出了“四
个一定”的要求。

管理区党委紧贴基层员工思想实际，及时
出台新型管理区建设稳定预案，以“让员工宽
心、让员工安心、让员工放心”为重点，超前
预判员工思想动向，提前介入引领思想，始终
掌控了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基层员工最大的顾虑就是能不能保住目
前的岗位，这个我们是有预判的，也是有预案
的。”管理一区副经理罗述华胸有成竹。

围绕员工关注的岗位选择等热点问题，管
理区专门成立解读小组，全力做好方案深度解
读、热点问题重点解读和解答等工作，及时化
解了一些员工的不良情绪。

烟台项目部的罗俊燕对个人积分有异议。
在员工填报岗位前，管理区领导与远在烟台项
目部的罗俊燕进行电话沟通，让其明白按管理
区规定，外闯合同期满加5分，否则每满1月加
1分，而她到烟台还不足1个月，因此不能享受
外闯市场加分待遇，最后罗俊燕表示认可和理
解。

□通讯员 宗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委员

会组织的“岗位创新创效创优·工人先锋号在行
动”（简称“三创”）评选活动中传来好消息，
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中心三号平台荣获“三创”
活动先进班组称号，成为石油石化系统学习的标
杆班组之一。

近年来，平台班（站）把一切工作向价值创
造聚焦，创新发展“中心平台+陆岸终端”的半
海半陆运行模式，节约了投资和运行成本。截至
目前，这个平台共有25项创新创效成果获得厂级
以上奖励。其中，注水泵减级改造项目的实施，
日节电10000千瓦时，年降本200余万元；研制的
“多功能施工车”解决了施工临时接线阻碍逃生
通道的隐患问题，让施工现场更加安全、规范。
平台累计获得国家专利9项，增油1 . 1万吨，创效
2500余万元。

据了解，“三创”活动覆盖全国石油石化系
统，是贯彻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方案》，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的重要抓手。活动共评选出50个先进班组，中
石化系统共18个，中心三号平台榜上有名，为胜
利油田赢得了广泛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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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才是真的好

广告

伴生气发电项目年创效益百万元

油田员工保护600年老槐树

□通讯员 孙国强 冯平军 报道
冬季来临之际，海洋采油厂提前做

好冬季井控安全的特护措施，组织开展
井控隐患排查，确保海上油水井安全生
产。

查隐患保安全

中心三号平台获
全国石油石化系统荣誉

□通讯员 王维东 任厚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随着中石化先导项目“薄层普

通稠油内外源微生物复合开采技术研究”通过评
审验收，胜利油田1 . 63亿吨储量的此类油藏找到
了合适的开发手段。

薄层普通稠油油藏一直是胜利油田稠油开发
领域的一块短板。这种类型的储层普遍具有砂泥
岩间互层特征，具有一个或多个含油小层，单层
有效厚度小于5米，常规的热采开发技术，效果
差强人意。但此类油藏在胜利油田具有巨大的存
量资源。目前，胜利油田探明薄层稠油储量1 . 63
亿吨，占总探明稠油储量的31%，主要分布在9个
油田31个区块。

由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承担的薄层
普通稠油内外源微生物复合开采技术，是以改善
油藏开发效果的一种新工艺。通过对比分析微生
物驱油藏筛选标准，胜利油田优选部分区块探索
微生物驱油。

经过技术攻关研究，目前，完成了区块地质
和开发动态特征分析，明确了区块的主要开发矛
盾，提出采用内外源微生物复合体系可行的解决
方案，并完成区块方案编制。

中石化有关专家认定，根据矿场方案设计，
试验区微生物激活剂和外源菌混合，设计注入井
5口，受效油井9口，预计可增油4 . 53万吨，提高
采收率9%，投入产出比1：4 . 4。

1 . 6亿吨薄层普通稠油
开发找到新出路

□通讯员 庞世乾 王嘉 王淑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从井位审批到具备上钻条件，

夏461-斜2井只用时48天。而在它此前的曲9-平26
井，新井运行周期却为98天。

从98天到48天，鲁明公司新井运行实现变道
超车。“这既是观念的转变，也是流程的再造，
更是效益的体现。”鲁明公司副经理、新井产能
建设项目部组长赵光宇说。光公章就从过去的26
个减少到11个。

一个完整的新井产能建设项目过程包括实施
前的方案编制，实施中的钻井、采油、地面等各
项建设以及实施后的项目评估等。过去，项目的
各项业务分布在科研所、生产运行科、规划计划
科、油地科和QHSE管理科5个部门。

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部门人员业务繁
杂、没有人专门负责新井业务，这些问题在无形
之中拖慢了整体的工作效率。

今年，鲁明公司分别从5个部门抽调8名精干
人员成立新井产能建设项目部，理顺新井运行工
作流程，打破部门和专业壁垒，由原来的线性运
行改为现在的项目部闭环运行，所有新井工作由
项目部统一发起、统一运行、统一管理，以“交
钥匙工程”的运行方式交出新井质量和效益。

鲁明公司新井运行

变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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