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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电力管理总公司深入开展全员创新

三年275个成果，以创新赢得效益
本报记者 宋贝贝 崔立慧 通讯员 马玉岭 陈萍 信华芳 赵军 刘金萍

胜利油田
电力管理总公
司是一家集输
配电、用电管理
及电力建设于
一体的电力专
业化公司。多年
来，面对油田电
网运行环境复
杂、制约电网安
全运行的诸多
因素难以迅速
根除等管理难
题，油田电力深
入开展全员创
新、激发提质增
效，不仅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
益，也为职工队
伍建设、公司转
型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把想法变成做法，把点子变成金子

曾经，全长9 . 6公里，有147基电杆和21台配
电变压器的6千伏二七线接地，因地形复杂支线
多，按传统人力巡视法查找，一天半过去都可能
找不到故障点，极大的影响了客户的生产和日
常生活。有没有一种仪器，既能将线路接地故障
快速准确定位到某一点，又能查找线路的短路、
断路等故障，减少停电时间，减轻客户经济损
失，避免用电损失呢？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设计、实践、创新，这个
曾经在无数外线工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已经被
油田电力东区供电公司线路管理队一群爱创新
爱琢磨爱钻研爱发明的一线职工们变成了现
实。他们新研发的配电系统故障查找定位仪仅
用1个小时就找到隐蔽在变压器内部的故障点，
而此故障点，任凭巡线人员有火眼金睛也无法
查出。

谈起这个定位仪的发明过程，参与者之一
的马广俊感慨颇多。“那时候没有资料可查，也
不知道该用什么技术，大家只能各自发挥特长

一点点摸索着来。”素有“计算机天才”之称的技
师马广俊自己动脑编程，党员马宏泽负责数据
分析，班长吕咸文思路敏捷善于发现问题，高级
技师肖军华动手能力强……被调动起兴趣的外
线工们在研发过程中，在一次次讨论交流中不
断激发新的创新点和兴奋点，再在一次次的现
场试验中论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2年半的
不懈的努力，他们破解了难题，成功研发出配电
系统故障查找定位仪。

“刚开始时只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后来职
工们慢慢从中受益，就更愿意搞创新发明了。”
马广俊说。在东区线路管理队的职工看来，创新
是一种乐趣，这不在于发明创新能给自己带来
多少奖励，而在于自己的发明成功后应用在生
产上给大家带来的方便，这让他们特别有成就
感，并非常享受这种快乐。久而久之，“把想法变
成做法，把点子变成金子”的创新文化氛围就在
东区线路管理队蔓延开来，实现了“人人能创
新、个个有专利、项项见效益。”

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团队间集群联合创新

范永涛是南区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八队郝现
变110千伏值班员，2008年3月，由他牵头成立了
范永涛创新工作室。这成为电力管理总公司第
一批职工创新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工作室已经
获得了70多项创新成果，在工作室的辐射和影
响下，南区供电公司的技师、高级技师人数也增
加到近百人，范永涛个人也在2012年被聘为山
东省首席技师。

“工作室成员几乎都在生产一线，在生产过
程中一旦发现了问题，通过工作室协调，成立讨
论组，谁感兴趣谁参与，由工作室提供材料、设
备，同时在攻关方向上提供引导支持。创新成果
就是这样诞生的。”范永涛告诉记者。

今年春检之前，工作人员发现史口变35千
伏新上的高压柜内照明设施不完善，存在死角，
检修时需要用手电筒照明。问题不大，但是直接
影响了一线的生产效率，需要装一盏灯才行。用
什么灯，安装在什么位置，怎么走线，围绕着这
些问题，一个小的讨论组很快形成了。“白炽灯

既耗能，安全系数又低，LED灯即节能寿命又
长，那就用它。灯型要求尽可能小地占据空间，
最后选择了长条形，并且装在了高压柜顶部，照
明效果好没有死角。这每一个问题都是大家一
起讨论、实践的结果。“范永涛说。

工作室从无到有，生产中有什么问题拿到
工作室来解决，大家的创新热情也被点燃起来。
范永涛称自己“有了平台，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
后来的团队协作”。

范永涛告诉记者，在这次活动过程中，纯粱
供电公司将自身尚未解决的实际生产和管理问
题提交给总公司寻求帮助。范永涛工作室和另
外一个工作室申请承担这一项目的攻关，这样
便由这两家工作室分工协作。“最终问题攻关
成功，我们做好ppt，带上解决方案，到纯粱供
电公司现场解决问题，效果很好。以前是十几
个工作室各搞各的工作，现在又成了集群联合
创新，对我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更有
帮助。”

公司为创新提供支持

职工为自己赢得尊重
据介绍，职工创新工作室是电力管理总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在各三级单位成立的
群众性技术创新团队。2009年7月以来，经各单
位申请，在9个综合性供电公司和修试中心、电
力建设公司、职工培训中心成立了13个职工的
创新工作室，全部以高技能人才的姓名命名，
创新攻关范围涉及输配电线路、变电运行、变
电检修、维修电工等主要工种。

电力管理总公司工会劳动调解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王维国告诉记者，各个单位为工作
室开辟固定创新研究场所，配备了相应设备、
设施，工作室需要的研究经费则纳入总公司
财务预算。同时，针对创新工作室在实际工作
中主要针对生产一线的小改小革的情况，为
每个工作室提供每年五千元的经费支持。“有
时候可能就是买个元器件，十几块钱甚至几
块钱，这样相对零碎的经费支出就纳入这一
年五千元的经费范围，如果有比较大的需要
较多经费的项目，则单独提供经费支持。”

王维国告诉记者，早期公司内部分技术
能手通过创新解决了生产一线的问题，工作
效率提高了，尝到了创新的甜头，他们自身有
着强烈的创新意愿。公司管理层敏锐地意识
到这一情况，开始从公司层面对职工创新创
效提供支持。职工创新工作室、光明技术创新
奖、金牌工人1+1等都是公司在鼓励员工创新
创效上所开展的工作。

“创造经济效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能让
职工感受到公司浓厚的干事创业和创新创效
的氛围，只要你愿意干，公司就为你提供舞
台。在职工个人业务水平和精神风貌得到提
升的同时，公司队伍更加稳定，因此形成良性
循环，这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王维国告诉
记者。

生产一线既是职工们的战地，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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