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王维东 张 滨

“中心城区一次供水温度108℃，回水温
度56℃，压力、温度参数正常。”2月4日，农
历大年三十，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胜利油
田热力分公司生产运维调控中心值长冯强像往
常一样，坐在电脑前，时刻关注着辖区99个换
热站供热设备的运行参数。

“现在供热系统都是智能监控，哪里出现
问题，哪个环节出现异常，值班人员第一时间
就能接到预警，给维修人员下达指令，前往抢
修，有时，根本不用等到用户打电话报修。”
冯强一边介绍，一边打开热网监控系统。只见
悬挂在墙上的大型电子屏幕显示着管网分布
图、各换热站单位能耗、供回水温度、居民家
室内温度。

自从投身供热事业，冯强就没了节日的概
念，腊月二十九、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他需要

连续值守三天班。
他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个年头在岗位上过

年，“工作性质是这样，没有什么，这么多年
在哪过年都一样，关键是要保证居民家里温度
舒适。”

对于供热一线的“暖男”们来说，节日加
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习惯。春节期间，热力
分公司客服、维修243名人员24小时值班备勤，
确保各类生产应急事件得到高效处置。

热力分公司供暖面积达3700万平方米，小
区星罗棋布地分散着3600个热源采集点，犹如
给辖区供热系统装上了“智能眼”。通过信息
化，冯强们可以远程监控各个换热站的供水温
度。每天，他们根据室外温度、房屋结构和天
气预测等相关影响供热的因素，对管网参数下
指令，实施远程供热温度的精准调节，有效降
低了水、电、热的消耗，提高了热能利用率，
实现均衡供热。

因为是一个供热大系统，在供暖过程中，
有时同一个小区靠近热力站近端的用户室内温
度高，远端用户室内温度有可能低。2018年9
月，热力分公司组建生产运维调控中心，对热
源、换热站、管网整个供热系统进行集中管
控，实现了整个供热系统的优化运行。

供热是“看天下菜”。每天，冯强除了
做好当天的生产运维调控外，还要未雨绸缪
关注未来三天的气温变化。如果天气降温，
他要提前蓄热；如果气温回升，他会适当降
温，保证用户家里的体验感始终维持在一个
恒温状态。

9时许，福林苑管网预警。福林苑小区的
一位住户反映，自家的暖气从早晨起就变得温
吞吞的。冯强立即通知小区附近的胜华热力
站。胜华站副站长张在成接到冯强的信息推送
通知，立即带上维修工具，直奔福林苑小区。

福林苑小区是热力分公司2018年供暖季新

承揽的地方小区。过去地方小区供暖大都是物
业公司自己供暖，由于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管
网维修保养不到位，因此，刚接手地方小区的
供暖业务时，张在成主要的精力在忙于检修工
作。

经过排查，张在成发现6号楼的管线刺漏
影响了供暖效果。10时40分，在福林苑6号楼西
侧，一条排水管线深入地下一个不足两平方米
的狭小空间，井下的管线盘根错节，刺漏出来
的水冒着腾腾热气，弥漫在空间里，身宽体胖
的张在成蜷缩在里面看上去有些举步维艰。

20分钟过后，积水排完，张在成爬出井
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11时20分许，记者和张在成攀谈间，他的
手机响了，妻子告诉张在成“全家人等着他回
来吃午饭”。

“干完这一单，回家吃饭。”挂了电话，
他督促维修人员快速维修。

□ 崔舰亭 李福起

2018年12月30日，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胜利614船载着1100吨-10号和-20号燃油离开胜
利港，赶赴埕岛海域，船长许红涛清楚整个胜
利海上油田的平台、船舶急等着这船冬季标号
的用油，想到这里，他将主机前进负荷又加大
了一点。

“算上这船油，今年我们给海上船舶、平
台供了近3万吨的成品油，和往年差不太多，
这3万吨是沉甸甸的责任。”大副贾强在驾驶
台对许红涛说。

这3万吨也正是整个胜利海上油田一年的
用油量。

胜利614船是胜利油田唯一一艘成品油供
应船，担负着胜利海上油田所有平台、船舶、
和其他作业设备的燃料油供给任务，因为是
“唯一”，胜利614船船员心里知道，这份责
任的重大，知道他们平常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
虎，如果因为自身原因造成停航，对整个胜利
油田海上成品油供应将带来不小的影响。

这船成品油是今年入冬以来更换的第一船
冬季标号用油，装油作业之前，船上就召开了
安全风险作业辨识会。

4个多小时的油品装载，贾强带着水手一
趟趟地巡查在泵舱和甲板之间。

油品装载完成后，贾强凭直觉发现船舶有
点左倾，他立即前往驾驶台，发现船舶水平仪
显示船舶左倾1度，他立即通知机舱部进行倒
舱，甲板部进行舱阀检查，以防串舱。“我在
拖轮上工作了10年，船舶倾斜是常有的，成品
油船一度也不能偏差，因为这11000吨成品油的
安全运输来不得半点马虎！”贾强说。

这一度偏差纠正，二副杨国庆他们几个人
忙碌了半个多小时，但是他觉得十分必要，因
为多一度偏差，就会多十分危险。

在轮机长徐立杰的眼里，胜利614船和别
的船有点不一样，运行的20多年里，他们只有
一条航线，胜利港到埕岛工区，两地间隔70海
里，航行7个小时，他要保障在航期间所有设
备的安全运行。

“不一样，胜利614船单机、单桨，我们

没有备选动力，我们的备选就是设备百分之百
的安全。”徐立杰说。

胜利614船投产于1998年3月，动力设备、
辅助设备、通导设备、监控设备总共有几百
台，轮机部将设备进行主次区分，按照低于保

养周期进行设备检查，确保船舶时刻处于安全
状态。

针对众多的不一样，胜利614船提炼总结
安全体系程序以及须知的重点，编制了适合于
本船的安全流程图。因连续多次在海事局安全

检查中未发现不合格项目，胜利614船被评为
“海事诚信A类船舶”。

经过了7个小时的航行，胜利614船抵达了
埕岛工区，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生产调度室立即
安排两艘船舶同时进行了油料补给。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本报通讯员 王维东 胡建伟 张 康

76 . 7万吨，这是中石化胜利油田下达给东
胜公司的2019年原油配产指标，要确保员工人
均绩效工资同2018年相比不下降，必须超额完
成1万吨产量。

出人意料的是，东胜公司分解给管理区的
产量指标只有75 . 7万吨其中有2万吨的差额。

拿指标搞认领，给机关压担子。2018年岁
末年初之际，一场关于“增产增效项目承包”
发布会在中石化胜利油田东胜公司上下引起一
片热议。

原来，“消失”的2万吨产量指标，被这
个公司拿出来进行了分解承包，由机关科室自
行认领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让机关人员在新
一年有了新压力。

特殊的发布会

李师涛显然是有备而来。
2018年12月29日，在东胜大厦召开的东胜

公司增产增效项目承包发布会可谓阵容强大，
不光公司的中层干部悉数到场，而且领导班子
集体亮相，为发布会站台。

发布会上，每个项目的负责人轮番登场介
绍项目情况，明确施工“路线图”。

由东胜公司地质副总师李师涛挂帅承包的
低效单元和长停井治理项目是首秀的第一个推
荐项目，预计年增油6500吨，是推荐项目中增
产最多的。

东胜公司管辖的区块有30多个低效单元，
他从众多低效单元中择优录取，选取了12个单
元。“坚决完成6500吨增油任务，为东胜公司
的增储上产和持续发展作贡献。”项目推荐结
束时，李师涛许下铮铮誓言。

按照惯例，东胜公司每年会毫无保留地将
产量指标分摊到各个管理区，层层传递压力，
压制管理区实现增产增效。东胜公司党委书记
李山说，保留2万吨产量通过项目承包的模式
运行，就是激励大家主动增产创效。

项目承包设有增油门槛，起步标准是1000
吨。根据增产增效项目承包考核办法，完成基
本目标，每1000吨油基础奖励10万元，超额部
分按创效的10%追加奖励。成本结余，等同创
效，按照创效部分的10%予以兑现。

原本，李山只打算把项目协议签订仪式放
在生产运行晨会上，最终选择以发布会的形式
公布于众，就是想传递一个信号，考核不含
糊，兑现实打实，既然有了承诺，项目组就要
全力以赴拿下2万吨产量。

六个项目入围

打头阵认领项目的，是姜东波。
“你有没有信心承包这个项目，年底给公

司拿出6000吨油？”2018年末的一次新技术推
广会上，时任东胜公司总经理刘广东问公司生
产技术科科长姜东波。

当天，推广的新技术是由天津工业大学发
明的荷叶纳米型表面活性剂，该技术不仅能减
少注水摩阻，还能剥离地层空隙中的残留油，
可有效解决低渗透油藏注不进水、采不出油的
问题。

那次推广会之后，公司面向公司机关科室
征集增油项目，先后有十多个增油项目申报上
来。

令姜东波惋惜的是，他没白没黑地忙了一
个多月，眼看着项目就要落地了，最后却发现

胜利油田采购物码里没有荷叶纳米型表面活性
剂的代码。在技术方案论证会上，项目被pass
了掉。

有的项目因为供应问题而夭折，也有的项
目倒在了效益评价的门槛。根据《东胜公司增
产增效项目风险承包管理办法》，凡是承包的
项目，吨油措施成本必须严格控制在1100元。

十几个技术措施增油项目，通过可行性分
析、项目组成员优选、专家组论证多个程序，
最终，只有六个项目成功入围。

对于项目的实施，李师涛早已胸有成竹。
而这一自信，来自他对区块的研究与把握。发
布会召开之前，他们就先一步行动，完成了3
口井施工日增油3吨。他觉得，按照这个进度
的话，2019年轻松拿下6500吨油不成问题。

效益稳产绝非是唯一的目的，决策者的深
层次用意是通过项目承包这一平台，调动科研
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锻炼提升科研人员的素质
和能力。

没有石头也得过河

杨东明对项目风险承包存有顾虑。
入围的6个项目，其中4个项目均涉及东胜

公司河口采油管理区，总产量8700吨，接近管
理区一个月的产量。

作为河口采油管理区经理，他担心管理区
再次“返贫”。2017年，桶油完全成本52美元
的河口采油管理区被打入东胜公司扭亏脱困治
理企业的行列。2018年，桶油完全成本降到44
美元，刚刚脱贫。

“虽然吨油措施投入当期不计入管理区，
但是承包合同一年到期后，第二年这些井的操
作成本都由管理区埋单。”杨东明担心项目风
险承包会抬高管理区的桶油成本，再次让管理
区返贫。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通过项目组运
行的模式，有利于集中技术、资源优势，集中

力量办大事，集成技术创新，打造难动用储量
开发的核心技术。

技术的进步带动了产量的提高，但也同时
限制了杨东明对未来的想象。“项目成功了，
产量上去了，公司会不会鞭打快牛继续给管理
区加码？”杨东明对未来感到一股强烈的危机
感。

上产不易，稳产更难。河口采油管理区的
区块不是稠油就是低渗透，开发难度大，效益
稳产难。如果产量滑坡了，员工的绩效工资势
必受到冲击。

不过，项目风险承包对于管理区而言并非
无利可图。项目完成预期目标，创效的10%奖
励管理区；项目未能达到目标，费用投入不计
入管理区。

杨东明希望，通过试验田找到普遍规律，
把技术和经验转移、复制到其他管理区，助力
公司效益稳产。

作为增产增效项目专家评审领导小组成
员，李师涛认为牛23-A注水调剖项目的效益评
价有失偏颇。李师涛说，注水调剖是长效投
入，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油井不光
当年有效，而且后续好几年都受益匪浅。

“方向对了，不怕路远；方向错了，停下
来就是进步。”李山承认政策和机制还有待完
善。项目风险承包在没有“石头”摸着“过
河”的情况下，政策和技术路线如何同时取得
正向效果是下一步需要查漏补缺的。

2019年，东胜公司为项目创造成长的土壤
和环境。李山期待，2020年，一切水到渠成，
他们将拿出更多的项目，采取竞标的方式，让
更多的人踊跃参与，调动全员增产创效的积极
性。

胜利油田东胜公司是国内首家股份合作制
石油开发公司，26年前，它创造了尽人皆知的
“东胜模式”。如今，对于刚刚起步的项目风
险承包来说，一条成功的路有多远？时间将给
予我们答案。

□通讯员 梁子波 董怀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告，由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院主持起草制订的国家行业
标准《SY/T 7422-2018石油天然气钻采设备油基
钻井液钻屑处理系统》正式颁布，将于2019年3
月1日实施。

该标准属于首次发布，是我国非常规页岩油
气勘探开发中第一部油基钻屑随钻处理标准，也
是钻井院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环境检测与保护关键
技术（2016ZX05040-005）”一项重要内容。该
标准的发布填补了我国钻井过程中含油固体废弃
物——— 油基钻屑随钻处理标准的空白，也解决了
当前我国油基钻屑处理无相关标准执行的问题。

该标准规定，采用油基钻井液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油基钻屑随钻处理系统的推荐方法及分
类、型号与基本参数、处理工艺、系统组成与配
套、技术要求、试验与检验、铭牌、包装、运输
与贮存。该标准适用于油基钻屑处理系统的设
计、制造、配套与检验。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美国、英国、加
拿大、俄罗斯、德国等世界先进国家关于油基钻
屑处理技术指标及环境保护要求，通过对国内外
非常规页岩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采用油基钻井液
施工产生的危险固体废弃物——— 油基钻屑处理工
艺技术和设备现状调研、现场使用效果跟踪等，
充分考虑我国的石油工业勘探开发实际，结合当
前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历时两年制
订而成。

随着非常规页岩油气钻井规模的不断扩大，
作为油基钻井液处理的配套技术标准之一，可以
为非常规领域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与标准支持。该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对钻
井过程中油基钻屑进行减量化控制、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对于保护区域环境，保障石油
工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讯员 周明才 于吉全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针对已开发多年的临南油田低

压、低渗透、深储层特征和生产动态状况，胜利
油田临盘采油厂因地制宜地运用碳纤维连续抽油
杆深抽工艺，解决了大泵井无法泄油难题，获得
明显的增油效果。

碳纤维连续抽油杆为复合新材料制作成的新
型抽油杆，具有强度高、重量轻、比重小、耐腐
蚀等特点。在φ83mm大泵作业时，碳-钢混合杆
柱中首次应用自旋式脱节器，解决了混合杆柱无
法起下的技术难题；首次配套锚定泄油器，破解
了配套内衬管大泵井无法泄油的瓶颈。在同等泵
挂深度条件下，碳纤维连续抽油杆杆柱载荷可减
轻50%，大大降低了悬点载荷，具有“深抽、保
效、提率、降耗”等优点。

位于临南油田的夏504-斜4井，为夏502断块
的一口油井，生产沙三下一砂组6+7号、二砂组1
+2号小层。投产初期，该井日产油10 . 8吨，随着
生产时间的增长，供油能力变差，又因泵卡关
井。近期，地质开发技术人员对该块油水井进行
动态分析、论证后，补孔了沙三下1-5号层，并
运用碳纤维抽油杆深抽，获得日产油4 . 2吨的好
效果。

目前，该块的注水井夏504井已大修增注，
为油井的稳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 本报通讯员 任文盼 潘志华

近日，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在职工大学组
织了一场为期3天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试。

考生均是科级干部，都以普通考生的角色参
加考试。该中心副总会计师白维新已经55岁。他
摘掉眼镜、贴近显示屏，认真地读题、答题，最
终以12分钟、93分的战速完成考试。

他幽默地说：“这都几十年没考过试了，题
翻了好几遍。考试还真挺紧张。不是背不过，是
怕手哆嗦选错了。”

为提升认识、强化理念，石油开发中心让
“老考生”重返考场，先作表率，带动全员主动
提升安全素质。

作为这次考试的牵头部门，QHSE管理科科
长李学强直言：“别看天天抓安全，理论考试真
不一定能考过员工，实操更不一定能赢过员工。
但大家同台竞技的方式员工们都叫好。”

同台竞技，干部们赛前的钻劲程度不亚于员
工们。

2018年8月，该单位内部组织安全业务竞
赛，就是让基层单位经理带队上阵变身参赛选
手，横向上单位较量，纵向上干群比拼。

胜海采油管理区经理宋永和谈及参赛感受：
“和员工们一起参加比赛，觉得压力很大。但是
这种形式很受益，我们私下里没少交流切磋，不
能差太多，总也想给员工做榜样，激励干部员工
们在学中练、练中考，全员提素。”

员工们第一次和“领导”同台竞技，场面好
不热闹，一边感慨“亚历山大”，一边努力展示
自己的实力。

如今，在基层站班，随处可见员工学习安全
条例、制度。因为继科级干部考试之后，该单位
其余两千余名员工的大考热潮就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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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2万吨产量指标
——— 胜利东胜公司探索机关科室项目风险承包产量

忙碌在春节一线的供暖员工

海上移动“加油站”

□通讯员 崔舰亭 报道
胜利614船是胜利油田唯一一艘成品油供应船，担负着胜利油田海上所有平台、船舶和其他作业设备的燃

料油供给任务。2018年12月30日，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614船顶着风雪，载着1100吨-10号和-20号燃
油赴海上埕岛油田给平台和船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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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盘采油厂碳纤维

抽油杆深抽工艺

解大泵井泄油难题

石油开发中心

科级干部进安全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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