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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本报通讯员 李 军

初到岗，魏洪合脏活累活抢着干。一段时
间下来，却发现自己工作“蛮拼”，奖金却跟
其他员工差不多。这种落差，让魏洪合有不公
平之感，激情渐退。

如何让能干、会干的人不吃亏，胜利油田
胜利采油厂注采402站通过对工作量、工作质
量、工作效率以及产生效益进行量化考核的价
值积分管理，让魏洪合激情重燃。

差不多

“那行吧。”注采402站站长刘大军在安
排工作任务时，经常得到员工这样的回应。语
气中透露出心不甘情不愿。

注采402站前身是采油14队，2006年刘大军
担任队长一职。那时，采油14队设有5个管井
班，每个班都有各自管理区域。时常出现个别
班工作量大，需要统筹调度其他班“搭手”帮
忙。

原管井二班有10名员工，男女各占一半。
这是一个特殊班，他们负责管理部分稠油热采
井，位置偏远，管理难度大。刘大军记得，有
一次管井一班进行上增压泵作业，刘大军协调
管井二班帮忙，下达完通知，对方冷冷地回了
句：“那行吧。”

刘大军明显察觉到员工积极性并不高，
“自己班上的活怎么干都行，帮别的班干活，
总会有抱怨的声音。”

刘大军分析，员工之所以出现怨言，归根
结底在于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干和不干差不
多”。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采油14队原有在册职
工80余人，受中石化用人政策影响，到2014
年，员工减至50余人。油公司改革后，只有35
人。人员减少，原有工作量却变化不大。平均
下来，“每个人的活越干越多。”人员与工作
量之间的矛盾，要求他们必须提高管理水平。

去年，油价断崖式下跌，胜利油田上下践
行效益理念，注采402站也不例外。但实际问
题是，传统考核方式下，员工干多干少、干好
干坏基本差不多，奖金分配也差不多。

差异多

注采402站的员工魏洪合主动提出承包几
口稠油热采井，因为管理难度大，这几口井以
前备受冷落。其背后，是注采402站将这几口
井的行为积分每口井都提高了10分。

赵华安和耿燕新来到20N133井，给抽油机
换“毛辫子”，50分钟便顺利完工。他俩心里
清楚，他们这次工作将有40分进账。

魏洪合们看中的分，注采402站称之为
“价值积分”，就是对注采班站所有工作进行
梳理，对各项工作进行量化评价，并赋予一定
分值。

这是他们为解决以往“差不多”的问题，
想出的新招。刘大军向记者展示了一份5月份
的员工价值积分情况，最上一栏依次是行为积
分、效率积分、质量积分和效益积分，这是价
值积分管理的组成部分。

价值积分管理的最突出特点是差异化。以
行为积分分析，即使是同一项工作，也做到8
小时之内与8小时之外赋分不同，登高作业和
地面作业操作赋分不同。在刘大军提供的行为
积分赋分表上，分值最低的“源头数据单井基
础信息录入”只有1分，分值最高的“配合上
抽油机”则达到200分，分差199分。

这种计分方式，传递了“干活挣积分”的
信息，员工开始“抢活干”，因为干急难险重
的活积分高。

效率与质量积分赋分方式与行为积分基本
一致，分别根据工作完成快慢与好坏情况计
分。值得一提的是，质量积分除扣分之外，还
有正积分奖励。

在注采402站，记者看到一张单井效益管
理卡，卡上记录着检泵周期、电量、材料费等
内容，每个大项后面设定目标，超过目标给予
一定积分奖励，这就是效益积分。效益积分找

出了增效点，也引导员工如何在低油价下创效
益。此外，他们还鼓励员工修旧利废，目的都
是为创效。

差挺多

工作26年，402站的左修英因一根皮带找
到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胜坨2-0-18井，是左修英负责维护的油井
之一。在她的呵护下，这口井创造了两年未换
皮带的记录。放在以前，左修英对这项记录基
本“无感”。推行价值积分管理后，她明白了
这项记录的价值所在：不换皮带，省下的是成
本，创造的是效益。左修英说，她将尽可能延
长这条皮带的使用寿命。

价值积分管理，体现了员工的价值，更增
强了员工的效益意识。在ST2-0200单井目标效
益积分卡上，列有完成电量、材料费等目标
后，能够创造的效益。以检泵周期为例，如该
口井每多生产一天，就能多产效益4800元。

刘大军表示，一张效益卡，让员工明白能
否高质量完成工作，产生的效益可以“差挺
多”，最终落到手中的奖金也“差挺多”。如

此，工作态度自然大逆转。
5月份，员工盖甘肃以550分的价值积分高

居榜首。左修英也有365分入账，在女工中名
列前茅。盖甘肃表示，最初推行价值积分管理
时，有些不能接受，“懒散惯了。”有一次，
他还因刹车销子生锈，未及时更换，一次被扣
掉20分。

左修英坦承，以前井上出了问题，扣钱大
家一起担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

如今，左修英工作格外认真。拿换皮带来
说，在更换皮带时，她会顺带把整个抽油机检
查一遍。这样做，是为及时发现问题，减少停
机次数。刘大军描述是，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
态，不做“灭火队长”。

价值积分管理也为员工如何更好地工作提
供了指导。今年2月份，员工耿燕新价值积分
排名居后，效益工资比平时少了105元，他有
些想不通。分析原因，原是他工作时有换皮带
超时等问题，导致效益工资偏低。这么一算，
耿燕新触动很大，找到不足，也就有了改正方
向。3月份，他一下挤进了前十名。

现在安排任务，刘大军基本听不到“那行
吧”的答复了。

价值积分让员工遇活儿抢着干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来自胜利油田一户困难家庭的大

一新生苏立克，在入学前收到了油田工会送来的
5000元助学金，这个贫困学子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今年，胜利油田为油田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以
及其他困难家庭的学子们发放了139 . 8万元的“成
就未来”助学金和励志奖学金。

金榜题名本是件开心事，可自从收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苏立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苏立克父
母早年离异，他随母亲生活，但是母亲又患上了白
血病，需靠药物维持身体，高昂的学费让苏立克有
些不忍。对这个困难的家庭来说，5000元的助学金
非常及时。

今年胜利油田为油田困难家庭子女、在读贫困
大学生（含大专）以及高中、初中等贫困学子共计
1029人，发放了助学金。这已是胜利油田连续18年
开展“成就未来”助学活动，累计金额超过1789万
元。

油田资助

千余名贫困学子

□通讯员 许庆勇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油水井数千口，油管杆数十

万根，使用流转环节多，回收修复过程繁杂，
如何对每一根油管杆都实施精细管理？滨南采
油厂的做法是给它们刻上身份标识码，让每一
根油管杆都有身份证。

这是滨南采油厂实施的油管杆、井下工具
户籍式信息化管理。这种方式实现了从入库到
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油藏的科学开发提
供了支撑。

据滨南采油厂副厂长舒华文介绍，油管杆
的花费占滨南采油厂材料费用的21%，占作业
主材费用的55%，“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受技

术、设备等因素制约，油管杆的管理、使用相
对粗放，急需推进精细化管理。”

2008年以来，滨南厂创新实施油管杆分单
位、分年限、等寿命管理，对在用管杆按照一
年、二至三年、三年以上分类管理，较好解决
了油管杆各单位混用、新旧混用造成的影响油
井免修期问题。

这还不够精细。舒文华解释说，同样是使
用一年的管杆，所处油井工况不一，其失效程
度会有所不同，因此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等寿命”。而且管杆完全依靠人工管理，精
细程度不够。

基于此，3年来，他们着眼建立数字井

筒，为每一根油管杆和井下工具制作身份证。
4月7日，在准备大队油管厂里，一根新油

管在距离接箍500毫米处，被刻码机刻下0 . 3毫
米深的唯一身份标识码。通过识别系统后，这
根油管的生产厂家、类别、投产年月序列码等
信息被录入厂油管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
统。

据准备大队副大队长姜文峰介绍，身份标
识码信息量大，易识别，识别准确率达100%。
入井一个检泵周期后，在回收修复过程中，同
样可对油管壁厚、接箍更换等参数进行采集。
通过信息识别，还可实现油管分单位、分规
格、分年限自动分检。

给油管杆刻下身份证，改变了传统的作
业方式。油管杆来到井上后，员工用手持终
端识码设备，逐一对下井油管杆编码进行信
息采集，存储后自动生成该井的油管使用管
柱图，建立起数字化井筒。随后，利用无线
或可移动存储卡，将每根油管编码信息传至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某一根油管位置和信
息的实时查询。

油管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里的大数
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大效益。借助这些大数
据，工作人员可进行偏磨分析、质量追踪及油
藏状况、作业效果分析，促进油藏精细化管
理。

滨南采油厂推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

油管杆有了身份证

□徐永国 高文亮 贾新青
李海鹰 王 宇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采油女工高小芬未曾想到，
手机竟能在她巡检油井时派上大用场。互联网
与采油智能系统的融合，给孤岛采油厂注采
201站巡井工作带来了全新工作体验。

9月15日清早，巡检GD2-29X601井时，高
小芬未发现异常。她打开手机上的“巡检信息
系统”客户端，选择该井号后点击“检查完
成”。信息发出，负责后台维护人员马上就收
到反馈。

注采201站创新实施的电子巡检改变了以
往的巡井方式。注采201站采油工高小芬的巡
井过程展示了“电子巡检”的工作流程。通过

手机借助互联网实时传递巡井信息，油井问题
解决更具时效性。

巡检散落在荒原的油水井，是采油工每天
的必修课。长期以来，采油工都是将巡检发现
的问题填写到工作记录本上，再由维护人员整
改。注采201站站长李胜华介绍，“纸上办公
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出现反馈问题被遗忘的情
况。”而且，记录本过多，也不方便统计各类
问题出现的频率，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年前，注采201站尝鲜电子巡检。他们
与厂信息中心联合搭建巡检平台，打造巡检大
数据库。采油工平时主要负责巡检油井、水
井、外输阀组、电器设备、长停井五项，注采
201站据此制作了五类巡检模板。

电子巡检不仅服务巡井，依托“问题清
单”，还能指导工作。注采201站通过整合细
分，对应增加了516个问题描述。

高小芬指着手机屏幕解释，检查每口井时，
井号后面有“检查完成”和“问题”选项。“如未发
现异常，点击‘检查完成’即可。如果发现问题，
则下拉“问题”菜单。”其中涵盖土地、管理、底座
等516项问题描述，点击相应的问题即可反馈到
后台。如问题未处理，会一直标红提醒，这就是
问题清单。“我可以依据问题清单找问题。”电子
巡检的指导作用在于此。

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还能找出油井管理
的薄弱环节。打开后台巡检平台巡检数据统计
一栏，列举着每项问题出现的次数。记者注意

到，从4月1日至今，杂草、盘根盒漏分别以出
现20次的频率居首。李胜华说，大数据找出了
油井频发问题，他们可根据问题频率采取针对
措施，避免重复发生，降低成本。

在单井上，数据分析作用更为明显。以
GD2-25-5井为例，数据显示该井几乎每半月
就更换一次皮带。维修人员检查油井发现，皮
带轮出现故障。更换皮带轮后，该井已有半年
未换皮带。

李胜华介绍，他们还把电子巡检与考核挂
钩，给每个问题赋分，并规定处理时限，以此
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采油工作标准化与绩效量
化结合。据了解，注采201站电子巡检法将在
孤岛采油厂全厂推广。

孤岛采油厂电子巡检取代记录本

油井巡检用上“互联网大数据”

□李娟 报道
注采402站的员工主动承包管理难度大的“三胞胎”稠油热采井。

□通讯员 陈珏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黄河三角洲地区第一座电梯试验

塔近日在胜利建工西格尔电梯厂投入运行。据悉，
这也是目前国内第一座钢结构建筑形式的电梯试验
塔，该塔的建成填补了国内高速电梯安全部件渐进
式安全钳认证的空白。

该试验塔塔高70米，除能进行电梯整机与电梯
安全部件和重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对额定速度每秒
6米、额定载重量1600千克以下的电梯整机的型式
试验和研究以外，还可以进行渐进式安全钳、上行
超速保护装置等部件的试验。

据胜利建工西格尔电梯厂厂长王辉介绍，该塔
的建成扩大了生产业务范围，将曳引式乘客电梯由
过去最高梯速每秒2 . 5米提升至每秒4米。此前，在
山东省内，具备此能力的仅有一家。试验塔还增加
了无机房电梯、观光电梯和病床电梯3种梯型，其
对电梯实际运行的远程监控系统就置于塔内。

国内首座钢结构

电梯试验塔投运

□通讯员 蒲创科 记者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7日，由胜利油田基建处组成

的地面建设工程质量、HSE检查执行小组赶赴新春
采油厂，标志着油田第38次地面建设工程质量、
HSE大检查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检查重点是地
面工程建设重大风险点。

此次大检查自9月7日开始，至11月20日结束，
将对列入2015年度油田计划的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项目和纳入油田职工住房建设计划的住宅工程，
以及小区维修改造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检查。与以往
不同的是，此次检查最大的变化是重点强化对安全
的检查，旨在汲取近期国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教
训，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安全环保事故发生。

本次检查分安装、无损检测、土建、电气和综
合5个专业组，检查内容包括工程实体质量、技术
资料、质量管理体系、HSE管理体系、强制性标准
执行以及质量和HSE行为等。同时把地面工程建设
重大风险点作为检查的重点，主要涉及工业用火、
高处作业、起重吊装、脚手架管理、大型模板支护
管理、深基坑开挖作业、施工现场危化品管理等内
容。

油田检查地面工程

建设重大风险点

□马宝忠 李海燕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015年油田讲故事活动分站比赛

正式启动。9月9日，石油工程、科研技术板块首场
分站比赛在井下作业公司举行，现场近400名观众
在故事中品读精神，传递梦想，汲取力量。

比赛现场，来自油田一线的基层员工用真情讲
述了12个发生在身边鲜活的感人故事。通过情景
剧、朗诵、沙画等多种形式，诠释着爱岗敬业、执
着坚守、创效保效、传承奉献、严细成风。《两代
人的市场情》、《探寻高原可燃冰》等好故事引人
入胜，博得阵阵掌声。

“践行主流价值，讲好胜利故事”已成为胜利文
化建设的品牌活动，受到基层干部员工的欢迎。今
年，油田以“创效益比作为”为主题，继续开展胜利故
事传讲活动，进一步凝聚精气神，激发正能量，从而
增强信心，应对挑战，践行理念，展现作为。

胜利故事传讲

激发正能量

□刘焕政 冯涛 董蕾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中社区440客户服务中心正式

成立并投入运行，社区辖区居民如需要帮助或服
务，只需要拨打“8555440”专线电话，便可享受
到便捷、高效的服务，这标志着社区向物业信息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胜中社区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信息技术
及数据库共享等技术，组织开发了“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物业管理APP服务平台以及建立视频监督
系统搭建一体化管理平台。在“社区综合服务平
台”运行过程中，社区将原有5个物业公司的居民
报修服务电话，集中并入到服务平台，通过设立
“440”客服中心，受理辖区居民的咨询、投诉、
报修等服务业务，实现了440业务集中调度、在线
咨询答复、维修派工、投诉受理、业务分派、服务
回访等“一站式”集中化一体运行。

胜中社区

客户服务中心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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