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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于 佳 崔舰亭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贾瑞君

9月的渤海湾，海天一色，红色的船和蓝
色的海交相辉映，犹如一幅美丽的油画。

在胜利505船船长朱劲峰的眼里，埕岛油
田的海比以前变得更蓝了，每次航行在这片海
域，他心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油然而生。

埕岛油田共有钻井平台、采油平台、井下
作业平台100余座，平台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
生污油水。

为了保证平台绿色生产，胜利油田海洋石
油船舶中心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内，
按照溢油回收、安全守护、滩涂应急、污油水
回收等方面对船舶性能进行分类，利用13艘大
马力船舶进行24小时不定时溢油巡视和安全守
护。

朱劲峰所在的胜利505船，属于中石化胜
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是一艘专业的溢油
回收船，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油田生产部署进
行指定海域巡视和监护任务。仅2019年上半
年，胜利505、胜利617、胜利618三艘船共回收
污油水11000多立方米。

工作23年来，朱劲峰先后辗转过几个岗

位，但是再次回来，他看到的埕岛油区和记忆
中的样子早已截然不同。就连胜利618船船长
孙虎也表示，虽然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但是看
到海变得更蓝，打心里高兴。

海变蓝了，不光人在海上工作起来有了动
力，就连斑海豹、鸥鸟也常常来“造访”。

“特别是近期进行海上溢油巡视的时候，
发现过斑海豹，而且每次航行，都会有大量鸥
鸟跟在船尾后进行扑食，确实很漂亮，也很壮
观，我们知道是这片海域环境越来越好！”朱
劲峰说。

为了保障油田海上及滩海陆岸安全生产、

清洁生产，近年来海洋船舶中心早已把绿色生
产融入到生产的每个环节，他们瞄准污染较大
的源头，不让生活垃圾入海、不让含油污水入
海。

目前中心共有23艘船舶投入运行，每艘船
舶的甲板上都会有四个颜色标识的垃圾容器，
对垃圾实行分类储存，禁止任何船舶垃圾入
海，并协调由具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
对船舶垃圾予以接收，确保船舶垃圾处置流程
依法合规。

这家单位早在2014年开始就对船舶垃圾进
行了分类，红色垃圾桶用来接收可循环再用的

垃圾，绿色垃圾桶用来回收可能对船员或者船
舶造成危害的垃圾，蓝色垃圾桶用来回收食品
废弃物；黑色垃圾桶用来回收不可回收的塑料
垃圾，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摸索，船舶垃圾分类
已经变得非常成熟。

为了防止船舶在航行时产生污油对海洋造
成污染，他们按照交通运输部《渤海海域船舶
排污设备铅封程序规定》的要求，对在渤海湾
水域工作的船舶油污水系统排放阀，全部申请
铅封，确保不直接向水体排放油污水。同时对
所有船舶安装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及标准的排
放接头，处置后的生活污水均满足国家标准要
求。

中心把400吨以上的船舶全部安装油水分
离 器 ， 并 且使排 放 含 油 量低于 国 家 标 准
15ppm。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为船舶加装排
油监控系统以及报警和自动停止装置，确保由
机舱舱底水分离出去的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2018年，中心所有船舶按照交通运输部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的要
求，积极做好船舶节能减排工作，采用符合硫
含量不大于0 . 5%m/m的船用燃油，最大可能地
减少能源消耗，减少了大气污染。

“现在我们厨房、厕所的生活污水都要通
过处理装置的沉淀、生化、消毒，环保就要从
这样细微处抓起，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大海，它
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乡。”胜利505船船长
朱劲峰说。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抓住一切细节，
打造绿色船舶，真正做到了海洋安全环保的守
护者。

□ 本报通讯员 朱克民 巴丽蒙

前不久，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海二管理区
中心二号平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
17位员工家属登上平台与爱人团聚。

从海洋采油厂海工准备大队码头到中心二
号平台的直线距离是十公里，在陆地上开车只
需要十几分钟的路程，坐船却需要绕行两个半
小时才能到达。海上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条件限
制，平台员工与家人聚少离多。

为增进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好地服
务海上生产建设，海洋采油厂深入推进“幸福
港湾”工程，举办“油嫂一线行”活动，组织
平台员工的家属赴平台探亲。

“通过活动，让员工家属们了解爱人的工
作、生活环境，给他们送去温暖、欢乐和力
量，更加体谅和理解丈夫，促进家庭和谐。”
海二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张海忠说。

十三年前就组织过一次家属探访活动的刘
新伟，当时是中心二号平台的指导员。“那时
候信号不好，有时员工出去干活接不到电话，
家属就打电话到我这来。我就想让她们登上平
台了解一下平台的工作、生活环境。”那次探
访结束后，刘新伟接到电话的次数明显少了，
妻子更加能体会到丈夫的辛苦，更加理解这份
“不顾家”背后的不易。

“碧波荡漾，海鸥翩翩飞翔；海天一色
中，平台林立蔚为壮观；朝霞夕晖下，无际的
海洋金碧辉煌……”结婚十多年以来，朱军博
对他工作生活场景的描述和他传回的照片，一
度让妻子孙新燕充满憧憬和向往。

船到达平台下准备抛锚时，孙新燕的眼泪
却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大海宽广无际，可
他们却只能工作生活在这么一片小小的天地
里。”

家人的到来，让平台员工们倍感欣喜和激
动。平台上，员工家属们一起动手为平台员工

包水饺，和爱人共进午餐，观看了中心平台形
象专题片。在安全人员带领下，在爱人的陪伴
下，她们走进注水、动力主控室、平台值班室
等生产、工作区域，近距离参观了解平台的工
作、生活环境。

盛夏的高温下，平台顶部停机坪的甲板温
度高达50多摄氏度。“最热的时候能到70摄氏
度，甲板上都可以煎鸡蛋。”中心二号平台队
长刘磊说。高温虽然难熬，但好在风平浪静，

平台最怕刮风下雨的天气。刘磊习惯每天起床
后先看天气预报，尽管很多时候狂风暴雨来得
很突然。

打电话报平安是出海职工每天的“固定项
目”。平台上和家里的人都知道这个电话的重
要性，一个电话能让家里人放心，也能让出海
职工安心。

“天气预报是每天必看。一预报有雷雨大
风，我的心就揪起来，想给老辛打电话，又不

敢给他打电话，怕他正在忙着。”得知能上平
台探望爱人，出发前的一晚上，王秀琴基本没
睡着。虽然已经结婚十五年，但是对于这样的
相聚，她依然非常期待。

王秀琴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二号平台了。相
比起第一次探访，她觉得平台现在的生活条件
好了很多。“最怕听到他对我说亏欠，说对这
个家付出太少，其实对我们而言，他每次的平
安归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 本报通讯员 李敏 郭卉 于佳

盛夏时分，渤海湾畔。
胜利291、胜利281船，两两相向，两挺150

米射程的高射水炮架起弓形水幕，呈现“二龙
戏珠”的壮美景象。

相隔百公里外，万亩良田，试验区域。3
个液态二氧化碳储气槽矗立在高89区块，在这
片试验田里静静地完成“由废变宝”的华丽变
身。

一个月前，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中央媒体和包括本报
在内的省内媒体的共24名记者走进胜利油田，
用镜头和笔头记录下“绿色油田、生态油田”
的精美画面，传递胜利新形象。

新华社首发文章《胜利油田举行海上消防
及溢油回收演练》，点击率超过了100万人
次，2天内国内知名媒体圈被胜利油田生态发
展的报道刷屏。网友评价：完全颠覆了以往对
油田的认知。

新胜利带来新冲击

万顷碧波之上，胜利408船劈涛斩浪，带
着12名记者，向海上消防演练区域靠近。

“如今的胜利油田，美得不成样子。”山
东画报社长助理王勉励这样评价。站在甲板
上，他一直用无人机以更高的视角俯视油田。
蔚蓝色的大海，红白相间的抢险船，赞美之词
不绝于耳：“胜利油田不仅为国家创造财富，
更创造了一个诗意的生产环境……”

在媒体采风团里，很多记者表达了新胜利
带给他们的视觉和感官冲击。

经济日报主编马洪超对胜利油田的认知还
停留在“王进喜时代”，对于胜利的了解也仅
局限于影视剧和书籍。“我一直以为油田生产
就是油迹斑斑，没想到如此清洁。”参观了
“花园式管理区”，亲眼看到湿地与油田开发
完美的融合之景后，马洪超对油田固有的印象
改变了。

科技日报摄影记者周维海被22台静音抽油
机吸引。

在东辛采油厂营2管理区采油8站，这些静
音抽油机与居民区只相聚不到200米；而在白
鹭湖井工厂开发的滨37块，距离北汽集团高档
住宅区只有不到40米，开窗就能看到油井。
“井工厂”不仅没有破坏小区环境，还成为了
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德州日报记者王志伟评价
道，抽油机的噪声还没有树上知了的叫声大。

在谈到前后两次来油田的不同感受，周维
海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胜利油田的科技含量
提高了，在抓好原油开采的同时，胜利站在了
国家层面，担负起央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
与重任。

自觉担负国企责任

2018年4月，中国石化宣布正式启动“中国
石化绿色企业行动计划”，提出“奉献清洁能
源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国内首个推行
全产业链绿色企业创建行动的国企。

作为上游最大企业，胜利油田积极响应，

主动作为，开始探索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
面对“地下有储量，地面无土地”的困

境，油田探索出了“井工厂”开发模式，实
现井组的集约式开发。在白鹭湖井工厂，不
到两个足球场大的范围内，共部署了43口油
水井。

白鹭湖井工厂的建立，不仅呈现了“蓝天
碧水白鹭飞，绿地青松‘井’色美”的优美景
象，也实现了地下高效采油、地上观光旅游的
“井景共荣、油地共赢、人企共进”的局面，
是油田绿色低碳高效开发的典范，也成为滨州
市工业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针对海上和自然保护区，油田努力建成海
岸线、生态禁止区、生态限制区勘探数据库，
完善陆上自然保护区标注，同时配套出台《自
然保护区涉海生产设施环保督察整改实施意
见》，实现勘探开发与环境敏感区的实时识别
和有效避让。

2019年，胜利油田自觉加压，将原计划
2020年完成的“油田陆上生产单位达到绿色企
业标准”提前一年实现。

在东营市广利河湿地公园，蜿蜒曲折的小
路上，手提油桶的女职工吸引了诸多摄影记者
的目光。“油田职工一身红色工装，干净又神
气，这是胜利的新面貌和职工的精气神。”聊
城日报摄影部主任朱玉东感慨地说。

给生产描绘出绿色

在渤海湾，有一段8 . 48公里长的进海路，
架起了青东五海油陆采平台与东城防潮大堤的

桥梁，透空段的一个个紧密相连的管桩也为海
中洄游的鱼类开辟了通道。这里就是青东五海
油陆采平台。该平台的管线采用无缝钢管，实
现油、气、水全封闭输送，同时沿途铺设测漏
光纤，通过检测周边温度变化，做到超前预
警，防止原油泄漏。

自2014年投产以来，青东五海油陆采平台
不仅实现绿色开采、高效开发，还成为鲈鱼、
芦花鱼等海鱼鱼苗的栖身之地，鱼类的繁多吸
引了鸟类和渔民的光顾。

该平台创造了中国石化单位产能最大的海
油陆采平台，也构建起一个绿色开发与生态发
展的生态圈，让一座平台成就了一个生态圈。

如今，像青东五海油陆采平台这样绿色环
保工生产方式，在胜利油田已经有越来越多。

“绿色企业行动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体
现在实际生产中，进海路和青东五海油陆采平
台就是最充分的体现。”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刘
龙，在走过雄壮的进海路和登上壮观的青东五
海油陆采平台时有感而发。

马洪超也评价说，胜利油田‘气不上天、
油不落地、水不外排’的思路，符合中央所提
倡的五大发展理念，适应当前的生产生活发展
趋势。

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走过55年
勘探开发之路的老油田，正从传统型向着环
境友好、资源节约、绿色生态型转变。作为
国企的胜利油田肩负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绿色开发不仅早
已融入油田人勘探开发的骨血中，还在不断
传递下去。

□通讯员 张明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23日，从墨西哥市场传来

好消息，胜利钻井工程技术公司墨西哥项目部从
当地CPA公司获得了8口水平井的工作量。

墨西哥CPA公司主要经营ALTAMIRA油
田，之前与钻井工程技术公司分别于2015年、
2016年有过两次合作，双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为获得更多合作机会，钻井工程技术公司墨西哥
项目部自2016年起一直为其提供井身轨迹设计，
其中2019年为CPA公司提供了20多口井的井身设
计，CPA公司特发感谢信表示感谢，并表达了继
续合作的意愿。

双方于8月23日签订施工合同，墨西哥项目
部为8口小井眼中短半径水平井提供定向技术服
务，计划于墨西哥当地时间9月1日开始动迁。

媒体镜头下的新“胜利”

做好海洋环境的“卫兵”
——— 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潜心打造绿色船舶

情牵大海 爱满平台

渤海湾埕岛油田周围，海天一色，红色的船和蓝色的海交相辉映，犹如一幅美丽的油画。

前不久，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海二管理区中
心二号平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 17位
员工家属登上平台与爱人团聚。

胜利钻井工程技术公司
获墨西哥8口水平井合同

□通讯员 武天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由胜利油田物探院承担的“牛

庄三维地震资料叠前时间偏移处理”项目，近日
通过胜利油田组织的最终验收评审，这意味着有
望帮助牛庄地区勘探打开新局面。

作为胜利油田东部探区2019年部署区块中施
工面积和数据量最大的区块，该项目于3月初开
展处理工作，在提前40余天完成牛庄地区面积
625平方公里的偏移生产任务的基础上，同步完
成该区50平方公里的OVT域数据规则化、OVT
域叠前时间偏移等宽方位处理技术的攻关研究工
作。

牛庄地区勘探
找到突破口

□通讯员 田承帅 袁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24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海洋钻井公司新胜利五钻井平台上迎来医院专
家。来自胜利油田中心医院的义诊专家团队深入
海洋钻井一线，为石油工人送医送药、健康义
诊。

当天，义诊专家们为30余名平台员工测量血
糖血压、查体诊疗，为患者分析病情，制订治疗
方案。专家们还为平台员工讲解了常见病、多发
病的预防知识、日常保健、科学饮食、合理用药
等健康知识，让一线员工接触到最新的防病治病
理念。近年来，该院创新形式、打破常规，就诊
范围从陆地延伸至海上，为诸多一线员工送去健
康。

中心医院专家
到海上平台义诊

□通讯员 郭卉 代俭科 王蕊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二氧化碳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元

凶，严重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不过在来到胜利
油田纯梁采油厂后，二氧化碳竟然变成了宝贝。

纯梁采油厂正理庄采油管理区高89二氧化碳
注气岗，成立于2007年12月，是胜利油田第一个
二氧化碳注气站，也是中石化重点试验项目。该
岗管理着3座二氧化碳液体储罐、4台喂料泵、5
台二氧化碳注入泵，日注能力550吨。

高89二氧化碳注气岗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二氧
化碳混相驱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解决特低渗透
油藏开发能量补充难题。据了解，液态二氧化碳
注入地下后，与地下原油相互融合，不仅能快速
补充地层能量，而且与原油互溶性强，可大幅度
降低原油黏度，提高原油流动能力，从而提高原
油采收率。

2007年以来，胜利油田积极实施“绿色低
碳”战略，开展了“低渗透油藏二氧化碳驱提高
采收率中石化重大先导试验研究”，初步形成特
低渗透油藏二氧化碳驱提高采收率的配套技术。
同年，中石化确定在高89-1区块进行二氧化碳驱
先导试验。目前该区块试验区有注气井11口，受
效油井有15口，累计注入二氧化碳30 . 5万吨，区
块累计增油6 . 9万吨。

有了这一成功经验，油田二氧化碳驱试验多
点开花。目前在滩坝砂和浊积岩特低渗油藏的5
个区块也开展了二氧化碳驱试验，累计注入二氧
化碳37万吨，相当于近300万棵树龄30年冷杉的
年吸收量，以及近22万辆1 . 6升轿车的年排放
量，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二氧化碳变废为宝

□通讯员 陈军光 刘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鲁胜公司在加强科学

开发的同时，围绕打造“绿色鲁胜”工程建设开
展工作，引导全员心中有绿色，打造了绿色的生
产环境。

为了把绿色生产做细做实，他们以“节能、
降耗、环保、增效”为标准，建立了长期有效机
制，通过不断对各岗位现行工作标准、管理制
度、操作规程进行分析和梳理，使整个管理流程
脉络清晰，不重叠、不交叉、不漏项，人人都有
责任区块。

他们还利用员工大讲堂，有针对性地在干部
员工中开设QHSSE管理体系、承包商及直接作
业环节安全监管等相关内容培训，引导干部员工
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把环保行动落实到岗
位，加大对“三废”、噪音及生活环境美化治理
和循环利用，共促“绿色鲁胜”目标得以实现。

多种行之有效的绿色行动，使油区生产环境
跃上新台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企
业就是美好家园”已不是单一的口号，已融入每
个鲁胜人的血液。

鲁胜公司
绿企创建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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