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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4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
员 刘玉凤 ) 新年伊始，仙河社区学
前教育中心特邀胜利油田学前教育专
家在仙河实验幼儿园开展以“原本教
育”为主题的集体教学研讨活动，来自
仙河社区7家幼儿园和镇政府幼儿园的
70余名教师参与其中。此举系仙河地区
首次联合组织大规模幼儿园现场教学
研讨活动，旨在交流探讨教学新观念、
新方法，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学水平。

据了解，由于仙河地区距离东营中
心城区较远，阻碍了其与城区幼儿园教
学的交流与沟通。而近年来，随着仙河

社区学前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年轻教
师逐渐增加又急需培训机会。因此，从
2016年开始，仙河社区学前教育中心采
取“引进来”政策，积极邀请油田教育专
家做客讲学，展示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
方法，为教师成长培育沃土。

活动中，仙河社区教师薛峰、岳静
以不同的教学风格展现了生动的一课，
胜南社区教师李玉华则以“原本教学”
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设计课程环节，引
领幼儿发挥想象，让幼儿成为了活动的
主人。据悉，“原本教学”为近两年胜利
油田学前教育系统开展的关于集体教

学活动的研究与探索。活动主张追求教
育的本真，遵循幼儿的兴趣，少用、慎用
教具，努力提升教师个人素养，要求教
师要苦练内功，科学的设计教学环节，
用简练的语言、趣味的游戏、丰富的感
受与体验与幼儿互动，为幼儿插上想象
的翅膀。

油田专家针对三节教学活动中孩
子们的不同表现深入浅出做了点评，
并围绕“我们要给予孩子什么，怎样给
予”的话题，深刻剖析了传统教学模式
中“教师主导，幼儿被动参与”的普遍
现象，讲述了原本教学倡导的顺应孩

子的需求，尊重孩子的学习特点，让幼
儿教育走向自然、走向本真的教学精
髓。

教师李静表示此次教学研讨活动
对自己的触动很大，对幼儿园集体教学
活动的组织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老
师要入情、入境、入景，注重幼儿的感受
体验，尊重孩子的表达，给孩子一个快
乐、值得回忆的童年。

2016年，仙河学前教育中心还将继
续组织形式多样、主题多样的集体教学
研讨活动，在碰撞中收获教学成果，在
实践中提升教师们的专业素养。

连日来，一场大雪让不少人感受到
冬季里少有的极寒天气，就在市民减少
外出在家取暖时，胜利油田热电联供中
心胜中热力大队的职工却利用有利时机
组织外网巡检。“这么冷的气温下，雪化
的特别快就有可能是暗漏了。”胜中热力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供暖管网一旦出
现暗漏将会严重影响供暖管网安全平稳
运行，因此越是下雪天越要利用好有利
时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建秀
摄影报道

雪中除暗漏

胜利油田第六届技能大奖获得者，现河采油厂马卫立———

油井是门学问，越学越有意思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常玲 孟涛

马卫立的
办公桌上，一支
被咬烂的铅笔
头引人注意。马
卫立有个习惯，
深度思考的时
候，总是不自觉
地咬铅笔，一支
支烂掉的笔头
见证着他对技
术革新的执着。
桌角的书柜中
有个他不愿扔
掉的箱子，里面
堆放着数十件
失败的作品，他
坚信还有将失
败变成成功的
潜力，这是执着
创新的人必有
的 坚 决 。据 了
解，扎根一线的
20多年来，他从
一线汲取创新
灵感，将职工的
肯定作为衡量
成功的标尺，先
后获得发明专
利 1项，实用新
型专利11项，累
计创造经济效
益650余万元。

遇事刨根问底
技能比拼中迸发创新想法

从以苦为荣到革新为乐
多项发明创新助力高效工作

马卫立说他们这一代人，以不怕苦、不怕累
为荣，越是艰苦越觉得光荣。所以当上班之初，连
上16个夜班都觉得无所谓。可转眼看着下一代人
经历同样的艰苦，看着“夏天一身水，冬天一身
冰”的现状无止境地重复，与油井打过20多年交
道的他有了革新的冲动，于是他从“噩梦”冲砂施
工开始改变。

井下作业中，场冲砂倒单根长期以来“坑”苦
了作业工，由于地层压力，管柱里的油水常常喷
溅操作人员一身，“夏天一身水，冬天一身冰”成
为真实写照。为了改变现状，他借鉴家中的防触
电插座的原理，利用两个单流阀等装置形成了一
个循环通道，试图以循环通道将油水导出。

整整5年的时间里，马卫立先后改变了5种思
路，经历不计其数的失败后，冲砂防溢防喷装置
终于成功面世，从技术上解决了冲砂后造成的井
喷问题，减少了井喷带来的经济损失。这项成果
在全国能源化学系统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展示会
上进行了展示，并被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年可

节支87 . 4万元。从此，马卫立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
了创新之路。

在电泵井作业施工起下电泵管柱过程中，井
口为了便于管柱和电缆起下，都装有一个电泵井
口支座，然而现有的电泵井口支座存在高度高、
上口小，没有内扶正，造成了井口处易挤伤电缆，
小件落物容易落井等弊端，仅电缆损失一年可达
80余万。察觉问题后，马卫立重新制作了重新制
作的潜油电泵电缆井口导引装置，降低了支座高
度，加以扶正装置避免电缆损伤，这一创新不仅
减轻了职工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大量成本支出。
目前，该装置已成功适用于150余口井，并将于
2016年年底全部普及。

马卫立说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看到创
新成果改变了工作困境，自己又充满了欣喜和
动力。从事井下作业的20余年间，马卫立先后获
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省级成果5

项，油田级创新成果8项，油田级合理化建议奖
11项。

从单打独斗到桃李满园

技术革新驶入快车道
2015年5月以马卫立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成

立了，马卫立的创新团队逐渐成形，来自28

个基层队的43位成员，涵盖所有技师、高级
技师、责任技师和技术骨干再次注入了激情
与活力。

完备的设施，健全的制度，让工作室的技
术革新迅速驶入快车道。“我们给工作室成员
约法三章：实际、实在、实效。”马卫立说，“真
正解决来自一线的困难是技术创新的原则，
让职工肯定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听取一线困难成为
创新室成员每天必做的功课，为此他们一遍
遍地走入作业现场。针对职工的反馈，2015年
工作室集体研了可地面摘挂的驴头护罩、可
夹式照明灯、自泄压试压阀等工具，虽然没有
多大的名头“傍身”，却改变了职工工作现状，
得到了一致好评。

为了加快创新的发展步伐，工作室成员
集思广益，进一步独创“下单式”服务模式，模
仿淘宝购物，让基层员工遇到问题直接网上
下单，技师们根据特长送技改上门，新模式省
去淘问题的时间，也缩短技术革新周期。

在从一线汲取创新灵感的同时，马卫立
等人时刻关注应用效果，让革新工具成为高
效工作的助力器。当听到职工反馈，“潜油电
泵电缆井口导引装置”原“螺丝连体”设计易
有螺丝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后，马卫立立即将

“螺丝连体”设计改为一体式构造，改后的装
置赢得了职工赞誉。

常年研究让马卫立意识到到油井是门学
问，越学越有意思，越学知道的越少。好在创
新工作室的成立让技术革新驶入发展快车
道，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开阔了革新思路，对于
马卫立与同事来说，技术革新又将迎来崭新
的开始。

教师培训从“走出去”到“引进来”
仙河社区创新举措提升学前教育水平

在师傅石绍松眼中，刚刚参加工作的马卫立
就展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和其他人相比他总要
问个为什么。1992年井下技校毕业后,马卫立成为
了现河采油厂一名井下作业工。这份工作如同

“油水井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寻找深藏于油水
井内部的“病根”，是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最艰苦
的工作之一。然而越是艰苦马卫立越觉得光荣，
他愿意把这份工作当成毕生努力的方向，他认为
出色的“油井医生”不仅应按部就班地完成“治
疗”，更应该系统了解井组结构和运行原理，从而
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因此在其他新员工还在被
动接受知识时，马卫立开始勤学苦练。

马卫立一边积极向师傅请教，一边积累起丰
富的实践经验。慢慢地，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仅
局限于出现问题的部分，更着眼于油井整体，这
为创新发明打下了基础，也让他成为新员工中的
佼佼者。1998年，马卫立第一次代表基层队参加
现河采油厂的职工技能大赛，然而信心满满的他
却在比赛中败下阵来。

原来，马卫立所属的基层队位于地质层位简
单的稠油区，井下作业难度较低。而此次比赛地
点地质情况复杂，操作必须精细到位，组配管柱
必须合理精准。这次比赛让马卫立深深认识到：
长期从事一区域的井下作业，新知识得不到及时
补充，人就逐渐变成了井底之蛙。马卫立没有放
过这次机会，他留下了参赛同事的电话，业余时
间就向他人请教，不断研究新工具的操作技巧。

宝剑锋从磨砺出，在2006年的油田第14届技
能大赛中，马卫立获得第一名，理论成绩满分！利
刃出鞘后一发不可收拾，2007年局金钥匙比赛金
奖，2008年局金钥匙比赛铜奖，2009年首届金钥匙
团体赛金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当对操作流程越发熟悉，马卫立又一次陷入
沉思：许多工具自身存在的缺陷成为制约工作效
率提高的瓶颈，从那时他有了改造工具的想法，
可如何下手马卫立不知所措。为了将想法展示出
来，马卫立开始自学制图软件和工程力学等相关
常识，初步培养起技术革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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