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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于 佳 李 敏

前不久，家住胜凯小区的76岁老人吴义本
发现，在家门前服务多年的党员服务社搬走
了，小区里来了一群陌生人。

在党员服务社曾经办公过的楼门前，还被
换上一块新牌子：东营区辛店街道胜凯社区居
委会。

几天后，他被邀请作为小区居民代表参与
了居委会选举。此时吴义本才知道，伴随着这
一切的发生，几十年来他作为“企业人”的身
份也发生了转变。

就在他居住的这座城市，还有50多万名
“油田人”和吴老爷子一样也正经历着这场转
变。

油田小区有了居委会

两个月前，在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社区
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刘茜接到工作调令。新岗
位在距离她2公里内的胜凯小区，那里曾属于
胜利油田胜北管理中心管辖。

5月29日，胜凯社区居委会成立，曾经的
油田小区——— 胜凯小区被正式纳入东营区辛店
街道社区管理，更名为胜凯社区，刘茜被推选
为这里的居委会主任兼书记。

位于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驻地的胜凯社
区，拥有2700多户居民，一跃成为辛店街道社
区规模最大的居民区。

与原单位相隔不到2公里，可是对从来没
有接触过油田的刘茜来说，仿佛走进一个陌生
的世界。服务人群不同、层次需求不同，就连
思想观念也存在着差异。

就在这边刘茜忙着熟悉环境的时候，那
边，东营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刘
玉，正在为新成立的居委会人员筹备培训事
宜。

东营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原先管理着18家
工作站和52个居委会，一个月前，他们从胜利
油田又接管过来10万余户居民，新成立了42个
居委会，刘玉的工作量几乎翻了一番。

怎么发挥好居委会职能？怎么让居民少跑
腿儿就能在小区办理业务？怎么既不降低标准
又能搞好社区服务？除了睡觉，刘玉每天都在
不停地思考。

面对这群陌生人和“居委会”这个新鲜的
名词，同样纠结的还有吴义本和他的邻居们。
居委会是干嘛的？油田不管了吗？以后遇着事
儿咋办……

交集的平行线

刘茜和吴义本的生活，原本像两条互不干
扰的平行线，每个人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圈子
里，互不往来。

在东营有两种人，“地方人”和“油田
人”。在吴义本眼中，他习惯把东营称为“地
方”，那是一个在生活上离自己很“遥远”的
地方；而在刘茜眼中，油田又有自己独立的圈

子。
直到有一天，这种生活被打乱。
2017年国资委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加快剥

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把“三供一业”、医疗、教育、消防、社区管
理、市政设施等职能移交给政府管理。

胜利油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量占
到山东省、中石化近三成，被国务院确定为独
立矿区分离移交试点单位。

胜利油田公共事业部服务协调室负责人张
宝军认为，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是政府管理
职能的回归，对企业来说，需要轻装上阵专注
主业。胜利油田分离移交工作组成立后，他负
责社区管理移交工作。

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胜利油田，由于没
有社会依托，为了保障油田生产建设和员工群
众生活需求，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
原则，逐步建立起遍布油区的社会服务体系。
50多年过去了，在东营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企
业办社会职能不断发展壮大，跨越了东营、滨
州、德州、淄博等6个地市14个县区、199个小
区、22万户居民。

针对这种一个城市“两张皮”的现象，在
2017年山东省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会上，山东省一位领导也曾
表示，这是政府的“缺位”，把企业也变成了
“怪胎”。

随着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问
题终究要得到解决。

截至6月18日，东营市范围内81家居委会全
部选举完成。按照国家批复93个居委会的指
标，胜利油田办社会职能中的社区管理移交工
作进入尾声。

胜凯小区从油田小区变为城市社区，包括
吴义本在内的22万户、50多万名居民，也从企
业人变为城市人。

融合后的新城

与东营区文汇街道蓝天社区一墙之隔的马
路市场，糟乱差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就在
前不久，这块“顽疾”被铲除。

蓝天社区原属于油田管辖的小区，分离移
交前，小区物业只管墙以内，而围墙外面的事
却只能干瞪眼。原因就是油地双方各管各的，
油田物业没有执法权。久而久之，一些地方就
变成卫生死角。

蓝天居委会成立后，李健从营园社区来到
这里担任负责人。他把情况反映到东营区执法
局，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

居委会一成立就办了件漂亮事，让蓝天社
区的居民也跟着过了把瘾。

在东营区的另外几家地方社区和油田社
区，便民服务、文体活动以及对病残弱势群体

的慰问等帮扶共建活动，也开展得红红火火。
文汇街道油建社区居委会还派工作人员前往营
园社区居委会，跟班学习工作经验。

互相帮扶、相互渗透加快了油地融合的脚
步，不仅在管理上相互促进，资源上还实现共
享，为居民搭建了很多服务平台。

其实早在五年前，李健就发现了融合带来
的好处，他在营园社区的时候曾与油建社区建
立过合作。

在东营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金华看
来，从企业小区转变为城市社区，这是大势所
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政府和企业找
准定位、履行好本职工作的最终目的。这看似
简单的分离移交背后，无论对东营还是油田来
说，都不是一件坏事，它能更好地帮助双方取
长补短共同提升。这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更能
看出一个城市的进步。

他认为，社区管理职能的移交，还有一个
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企业人”享受到作为市
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与服务。

刘茜们的到来没有让吴义本和他的邻居们
感到失落，生活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家门口
办理业务还更方便了。

每个月15日这天，吴义本还和往常一样，
收拾好工具，准时来到固定的地方给居民义务
理发，唠唠家常，吹个牛皮，享受着安逸的晚
年生活。

□ 本报通讯员 李敏 于佳 田真

家住东营市东营区胜安小区的吴师傅，跟
家门前的22台抽油机和睦相处5年了。

不到200米的距离内，吴师傅经常怀疑这
些抽油机是不是停了。原因是，这22台抽油机
全部是静音抽油机。

这些静音抽油机隶属于胜利油田东辛采油
厂。走进东辛采油厂营2管理区采油8站，22台
静音抽油机有序排列，虽然间距只有3米，却
静得出奇，除了集油管线的“水流声”，几乎
听不到别的杂音。

“这些静音抽油机只有40分贝，远远低于

国家标准。”职工张辰骄傲地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分贝划分标准，40分贝相当于一

只蚊子飞过的声音，即使22台抽油机同时工作
也不超过50分贝。

东辛采油厂属于城中油区，“井在楼群
内，楼在井丛中”是该厂典型的生产特色。

《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规定了城市5
类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其中一类区域昼间应低
于55分贝、夜间45分贝；二类区域昼间应低于
60分贝，夜间50分贝。环保形势倒逼着东辛采
油厂不断尝试引进新型静音装置。由于整个生
产区域被纳入二类敏感区域，噪音污染不仅成
为焦点，也成为环保管理难点。

2014年以来，东辛采油厂先后引进3类静音
抽油机，其中胜机14型静音机67台，其他型号
33台。与抽油机设备打交道多年，东辛采油厂
设备管理科张军见证了厂里从高原机、游梁抽
油机以及静音抽油机的过渡。

就在落户城区的同时，远在上百公里外的
滨州市滨南城区，也是一片静悄悄。

2019年4月，一台潜油螺杆泵落户滨州市滨
南城区平方王油区，成为滨南采油厂探索降噪
技术的新尝试。

“这种泵井内既没有抽油杆、地面也没有
举升动力设备，降噪能力非常明显。”对为何
选择潜油螺杆泵，滨南采油厂工艺所机采室主

任刘先勇给出解释。
滨南采油厂也是典型的城中油区，由于濒

临秦黄河公园和北汽集团家属区，平方王油区
滨17块被划分为一类敏感区域。

目前，潜油螺杆泵已经在这里试验成功，
正陆续在滨17块新投产的35口油水井推广。

据了解，静音抽油机的数量目前在胜利油
田占比不到10%，但是油田一直在不断探索治
理降噪的新技术，努力使降低环境噪音、营造
绿色环境成为一种趋势。

每天路过这些铁家伙面前，吴师傅偶尔会
抬头看看它们，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些抽油机
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王 嘉
袁 雪 赵真珍

6月23日下午，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管理
一区注采第二党支部的12名党员，来到两公里
外的惠民县胡集镇东董村，在91岁老党员王信
旭家中与同村的6名党员组织了一次联合党
课。

“更贴近生活，更有意义。”滨南采油厂
管理一区注采第二党支部党员孔珑评价道。

像这样开展联合党课，对第二党支部和东
董村党支部来说已经成为常态。从2018年1月开
始，两家党支部就开展了支部联建活动。

对两家党支部来说，合作有着现实需求。
滨南采油厂管理一区注采第二党支部管辖

的油区主要分布在东董村附近，计量点、油水
井分布在乡村范围内。随着管理区“四化”工
作持续推进，一线员工人数进一步压缩，在管
线巡护、设备检修等方面存在部分时间与空间

上的盲区。
而作为山东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东董村

新农村建设软硬件需要企业配合帮扶，尤其需
要企业共同维护道路，通过提升井站“三标”
美化村容村貌。

如何做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呢？自然是
合作。

就这样，两家开展了党支部联建活动，
还分别在各自支部建立了联建党员活动室，
相互担任对方支部的兼职副书记。在去年的
一次党课上，双方在工农关系和谐、油区治
安风险管控、新农村示范点建设等方面达成
互助共识。

很快，支部联建让双方都看到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管理一区注采
站值班人员接到东董村村民的电话，称滨545
单井管线出现渗漏。为了防止出现环境污染，
村民还自发用土把渗漏点围起，等待工作人员
来处理。这一及时的电话避免了一场事故。

只有400多人的东董村，村民大部分在外
务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滨南厂从村民安全
出发，在电检改造、春耕灌溉等关键节点，组
织村民普及抽油机安全防范、触电安全防范、
地下管道安全防护等油区安全基本知识。

共建带来沟通，也拉近了村民和油田职工
之间的距离。员工与村民共用多条道路，滨南
采油厂管理一区第二党支部向上级党委汇报请
示，选取2条主干道作为油地共建路，共同修
建维护，方便了人员出行。看到油田员工乘车
不方便，东董村还主动协调交运公司，把27路
公交车的终点站从东董村路口更改至第二党支
部驻地，员工上下班更加快捷方便。

从去年开始，东董村里的大喇叭又恢复了
播音，主要内容是通知村民到村口焊补农具。
这对王信旭老人来说这是他最喜欢听的声音，
“喇叭一响，村里就有了大好事”。

东董村距离胡集镇15公里，村民家里的农
具坏了都得到镇上维修，来回既耽误时间又花

钱。滨南采油厂管理一区第二党支部安派员工
每月一次到村里帮助焊补，还定期为村里整理
电路，消除了安全隐患。

进入夏季，野草疯长给油田井场建设带来
极大不便。看到这种情况，东董村党支部组织
村民利用自家的旋耕犁给井场除草，并帮助平
整井场。长停井LFLZ3X46由于历史原因两年
没有办法上措施扶停，东董村支委成员积极与
相关户主解释协调，第三天就顺利作业施工。

支部联建让双方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工
作开展起来也变得越来越顺畅。实施支部联
建工作以来，双方人员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工农问题处理量同比减少30%，工作效率提高
50%。

在东董村党和滨南采油厂管理一区的影响
下，今年年初，滨南采油厂其他管理区党支部
和胡集镇油区办党支部也开展了油地联建活
动，还有几个村的党支部也纷纷表达了与油田
合作的意向。

□通讯员 姜克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 1 4日是“世界献血者

日”，胜利油田有四家单位在今年荣获山东省无
偿献血先进单位称号。

6月12日，东营市举行庆祝活动对无偿献血
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孤岛采
油厂、现河采油厂、胜中管理中心、局公共事业
服务中心获得山东省无偿献血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油气井下作业中心、东胜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油气集输总厂、黄河钻井总公司、东辛采
油厂、胜利医院等七家单位获得东营市无偿献血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目前东营市中心血站的采血主要分为街头采
血和应急采血两部分。其中街头采血占到血液来
源的70%，应急采血占比不到30%，还有部分社
会团体自愿组织献血。

东营市中心血站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全市
包括油田中心医院在内的19家医疗机构统一提供
血液，未发生过一起血液方面的安全事故。

这里的抽油机“静悄悄”

墙外开花墙内香
——— 滨南厂管理一区注采第二党支部与惠民县胡集镇东董村党支部共建共赢

一座城市的回归和新生
——— 胜利油田22万户居民移交政府管理

□通讯员 于昀鑫 报道
互相帮扶、相互渗透加快了油地融合的脚步，不仅在管理相互促进，资源上还实现共享，为居民搭建了服务平

台。今年端午节，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青华社区的居民和油田社区居民来到居委会工作站一起包粽子，共叙邻里
情，很好地展现了油地一家亲的特殊感情。

四单位获省无偿献血

先进单位称号

□通讯员 张坚锋 张晓林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从南海平台传来喜讯，随着多

个成像仪器起出井口，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随钻测
控技术中心自主研发的大直径随钻测井系统在海
上示范作业获得成功。

此次在南海获得成功的，是一种名为大直径
随钻测井系统，这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大直径随钻测井系统装备研制与示范作业”
的一项重要成果。该项目由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承担，中国石化海洋石油工程公司、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和山东大学等单位协作。

目前，随着我国深海油气勘探的不断深入，
胜利油田迫切需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
随钻测井系统。本次海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石
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形成了具备地层边界探测、
精细成像等功能的新一代随钻测井技术，提高我
国深海油气资源先进技术与装备水平，有望打破
国外公司在我国深海油气勘探领域的技术垄断。

油田测井系统

在南海试验成功

□通讯员 朱杰 肖占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0日，在2019年山东省第

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大众广场健身操比赛中，胜
利油田参赛队伍获得优胜奖。

此次比赛由山东省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主
办，烟台市体育局、烟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
办，共有来自全省各地市和大企业的26支代表队
416名队员参加，代表胜利油田参赛的是油田老
年管理中心胜中管理二部代表队。

胜利油田广场舞代表队表演的《俏翎韵》技
压群芳，以高比分从26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获
本届比赛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优胜奖，同时还获
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油田广场舞代表队

获省比赛优胜奖

□通讯员 孙万芹 王延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27日上午，中国石化公众

开放日胜利油田站举办“安全生产月”专题活
动。40余名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人员先后参观了
科技展览中心、安全文化教育基地和东营原油
库，零距离感受了解安全、绿色、和谐的中国石
化胜利油田。

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月”，
此次活动结合油田“安全生产月”工作，旨在进
一步提升受众安全意识，传播先进安全理念，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为助推油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据悉，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将定期举行，免
费参观。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既让公众真
正了解胜利油田，也让胜利油田了解外界变化和
公众期待，自觉、持续地优化企业管理，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

中石化公众开放日

走进胜利安全课堂

□通讯员 张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

久前，来自胜利油田的杨家祖孙三代人做客山东
影视频道，讲述石油传承故事，展现胜利精神。

这个石油世家的第一代，是82岁的杨清华。
1962年4月，他从上海华东局来到当时的“九二
三厂”，参与胜利油田勘探，见证了胜利油田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油二代”杨
文，16岁参加工作，现已退休。在油田工作43
年，干过井下作业、试油测试、工程车驾驶等多
个工作。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杨文，仍没忘记
父亲的教诲———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在每
一个岗位上恪尽职守、臻于至善。”2011年工作
的“油三代”杨阳，秉承爷爷和父亲两代石油人
的情怀，从普通基层小站的采油工做起，如今成
长为一名基层通讯干事，用自己的报道，展示新
时期石油工人的风采。

一家三代人

讲述石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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