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油田
2015年12月28日 星期一 编辑/美编：魏菲菲

A10

近日，河口采油厂管理八区注采七站员工崔俊红和张京栋夫妻俩研制出“测试助力装置”，在投入运行后每口井测试时时间比原来缩短了20多分钟，单井年
减少产量损失31吨。夫妻俩有个想法，今后要把他们研制的“测试助力装置”在全厂2000多口油井推广使用，为采油厂创造更多的效益。据了解，崔俊红和张京
栋夫妻俩工作近20年，他们对待油井像呵护孩子一样，将井组管理得井井有条，并多次被评为采油厂优秀示范班组和党员模范班组称号。。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孙冠玲 摄影报道

夫夫妻妻守守井井有有新新招招

30多名油嫂义卖3年资助贫困学子

“清果巧手坊”刮起最炫志愿风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洁

30余位平均年龄60多岁的油嫂、1000余个精美的手工作品、无数个奔走在义卖路上的酷暑寒
天、3名幸运的被资助儿童……一串温暖的数字背后是胜中社区磬园物业公司科怡园党员服务
社“清果巧手坊”油嫂无私奉献的志愿故事。自2012年成立以来，“清果巧手坊”在丰富老年业余
生活的同时，掀起暖暖志愿风。

以义卖开启助学之路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是进步的不竭动力。志愿服务要

想如活水般源远流长，就必须以创新为推动力。王桂清想
如果让手工品成为市场上零售的商品，以义卖的方式将
所得利润作为资助资金，那么志愿服务就能得到进一步
发展。

2013年夏天，通过电视新闻“清果巧手坊”油嫂得知
了沂蒙山贫困学子的联系方式。为了帮助孩子，多名油嫂
制作了200多个手工品，她们奔走在人群密集的街道、公
园、商业区、小区、车展活动等现场，将来意、目的向路人
一一讲明，众多路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手工品被一抢而
光，油嫂将所得近400元捐到了山区，从此开始了义卖助
学之路。

2014年5月、2015年12月，油嫂又分别对失去双亲的龙
居女孩和家庭困难的科怡园聋哑男孩伸出了援助之手，
共捐助近2000元，义卖手工作品1000余个。油嫂郭玉芝
说，在义卖的过程中，她们曾被路人质疑、误解，也曾冒着
冰冷的寒风、顶着炎热的太阳咬着牙坚持，但看着大多数
路人毫不犹豫地献出爱心，看着精美的作品变成厚厚的
助学款，油嫂心里总流动着一股暖流。“人老了，还能继续
为社会贡献力量，是件幸运的事。”郭玉芝说。

在坚持助学的道路上，油嫂又有了新的想法，“要想
志愿服务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商
品只有跟上潮流、不断更新，才更具有竞争力。”王桂清
说。近期，油嫂将目标瞄准了虎头鞋，王桂清认为传统文
化需要人来继承，而且虎头鞋一定能受到市场的欢迎。接
下来，王桂清想全心全意学习虎头鞋制作，然后带领大家
应用于志愿服务中，让新产品成为推动志愿活动发展的
动力，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

近日，胜中社区科怡园党员服务社
“清果巧手坊”油嫂来到科怡园小区付先
生家，将义卖所筹集的助学款交到了付先
生儿子小笛手中。据悉，付先生一家收入
微薄，儿子小笛又是聋哑人，生活相对困
难，“清果巧手坊”油嫂通过物业站得知消
息后，利用6天义卖了700余件自制手工作
品，最终为小笛筹集助学款1000余元。“钱
虽不多，但希望小笛能感受到我们的心
意。”清果巧手坊负责人王桂清说。

说起“清果巧手坊”就不得不提到科
怡园小区的热心油嫂王桂清。2011年，退
休后的王桂清开始在胜利油田老年大学
学起手工制作，她自制的一朵丝网花引
起了好姐妹王翠果的注意，在王翠果的
要求下，王桂清开始将制作步骤一一传
授。美轮美奂的丝网花立即引来了众多
邻居的称赞，在众人的一致要求下，两人
成立了一个手工班，义务教授小区居民
丝网花、剪纸、串珠摆件、编织小包等手
工品的制作。

手工制作班成立之初只有10个人，后
来义务教学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小
区居民参与其中，一时间刮起了学习手工

制作的热潮。2012年在磬园物业公司的支
持下，以王桂清、王翠果二人名字命名的

“清果巧手坊”正式成立。在王桂清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的油嫂喜欢上手工制作，越
来越多精美的作品呈现出来。一次，一名
韩国姑娘在物业站恰巧看到了清果巧手
坊制作的丝网花，于是向工作人员打听花
的来历。看到外国朋友如此喜爱，王桂清
等人免费给她制作了一个1米多高的牡丹
花，乐得姑娘合也不拢嘴、连连称绝。

从此，王桂清发扬了志愿服务的想
法，“不能总让党员服务社支持我们活动，
作为党员我们应该给小区、社会更多的回
报。”王桂清说。于是每逢重阳节，她们带
上丝网花去看望辖区内孤寡老人；到了儿
童节，她们拿着串珠动物来到小区幼儿园
看望孩子；每逢环卫日，她们还要带上作
品与环卫工人一起度过。看到人们脸上洋
溢的灿烂笑容，油嫂觉得所有辛苦都值
得。在志愿精神的影响下，“清果巧手坊”5

名60多岁的油嫂自愿写了入党申请书，成
为入党积极分子，如今已经有一名油嫂成
为了正式党员，在争做党员的同时，热爱
奉献、乐于奉献的精神已悄然深入人心。

600余把U型锁严防偷盗暖

胜东热力大队创新方法保优质供暖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

员 张丽) 随着600余把“防盗暖U型锁”
在锦华十区和锦绣家园一、三、五区等多
个小区推广开来，不仅有效地杜绝了单
户计量造成的偷盗暖行为，同时确保供
暖优质、高效运行，给居民带来了一个
温暖的冬季。而这一办法则源自胜东热
力大队热力五队维修工欧力友的发明
创新。

据欧立友介绍，2009年他来到胜东热
力五队负责锦华四区维修工作时，发现
总有个别不交暖气费的居民私自撬开供

暖阀门箱，撕掉封条然后想方设法打开
阀门偷暖盗暖。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正
常的供暖秩序，给其他居民取暖温度造
成一定的影响，还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了
恶性循环，给小区带来了恶劣影响。对
此，胜东热力五队曾采取供暖阀门箱上
锁、贴封条、拆卸过滤网堵头、不定期对
停暖户检查等多种方法，然而此现象屡
禁不止。

为了有效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起
初欧立友通过加大巡检力度及时阻止，
但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且不能彻底根治

偷盗暖行为。由此他利用钳工出身的优
势着手办法，从维修工房找到废旧铁板，
按照暖气管线的管径下料，然后焊接成

“U”型，又在中间焊接了一个套管有效地
保护了锁闭阀，铁板的下端挖出两个洞
用来挂锁头。“防盗暖锁具”的想法始于
2009年，历经三年、四次大改革后，率先应
用于锦华四区。

锦华四区住户约600余户，今年近40

户居民选择了供暖报停，欧立友对40户
居民门外锁闭阀统一上了锁，并给每一
把锁和对应住户进行了编号，方便了锁

具管理。因U型锁设计合理、外形坚固加
之欧力友规范的管理，锦华四区再也没
发生过偷盗暖现象，“防盗暖锁具”也得
到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在小区中逐步树
立了公平的风气，同时提高了职工工作
效率，为优质供暖打下了基础。

在得知欧立友的创新方法后，胜东
热力大队给予充分的肯定。2013年获得大
队“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化建议”一等奖，
2015年，防盗暖锁具获得热电联供中心
“基层管理妙法实招”三等奖，并在近十
个小区推广开来。

油嫂成立“清果巧手坊”乐生活
5名老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扬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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