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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第六届技能大奖获得者，滨南采油厂孙建勇

爱创新善思考，这个老师“不安分”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勇

孙建勇说目
前为止，他的生
命中出现过三次
转折点：1998年，
高级技工培训让
他从出色完成工
作到有了学习创
新的想法，从此
开启技术革新的
大门；2009年，开
始参与青年职工
培训，初登讲台
却备受青睐，他
独创“一室一线”
和 情 景 教 学 方
法，传道授业解
惑让他感受到生
活 的 另 一 番 乐
趣；2014年，他的
创新思路向提高
工作时效、便利
工作转变，从而
得到了越来越多
一 线 职 工 的 肯
定。孙建勇说不
安现状、勇于突
破成就了今天的
自己。

两封书信拜师学艺 技能比赛兑现承诺

全心全意投入技术革新 从改善现状到提高时效
拜师学艺为孙建勇开启了革新大门，他最初

从一线工作入手展开革新。采油工作过程中，管
线穿孔就是采油工的噩梦，由于当时机械化水平
较低，采油工不得不跳入油坑中打卡子，常常头
发上、指甲里、衣服上哪哪都是原油。为了改变工
作现状，孙建勇借鉴挖藕衣制作了连体“防喷
服”，将衣服、头发统统包住，改变了采油工工作
中一身油渍、油味的现状。

以前，偏远油井盗电现象时有发生，附近村民
将电缆接到电机接线柱上偷电，不仅增加了生产
成本，同时经常造成电机损坏，而电机一旦被烧坏
维修起来十分麻烦，大家只要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经多次试验，孙建勇将制作的塑料棒套到了接线
柱上，并牢牢固定，这个小革新在两年内杜绝了盗
电现象的发生。

有着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的孙建勇最清楚工
作难题，一个小现象都能成为革新的源头。当时
单位好几口偏远井采用单井拉油的运输方式，然

后由于冬天温度过低，倒完油后，储油罐上方鹤
管中经常因石油冻结导致再次输油的困难。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孙建勇利用开丝杠制作了通堵装
置，目前在滨南采油厂推广应用14口油井，年创
效21万余元。

在逐步革新的过程中，孙建勇的创新思路也
发生了改变，创新成功与否在于应用推广，提高
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强度，得到职工肯定的创新
才是成功的创新。2014年，孙建勇研制了上翻式
滑轨，一改员工换皮带的传统方式，使2个男职工
利用5件工具半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改变为
一个女职工利用一件工具10分钟即可完成，孙建
勇的革新受到了广大员工的欢迎，2016年这项装
置将全面推广开来。

持之以恒的付出使收获纷至沓来：他先后获
得国家专利15项，局级技术成果及合理化建议11

项，厂级技术成果及合理化建议29项，现场推广
应用成果12项，年创效达600多万元。

1998年，被孙建勇称之为“脱胎换骨”的一
年，工作5年后他参加了胜利油田首届高级技工
培训。在高级技工培训的两年间，他结识了来自
各个采油厂的技能高手，在过招中，他发觉高手
都有一个特点：爱动脑、喜革新。在与他们的次次
交流中，孙建勇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人拉肩扛”是机械化水平较低的时代，人们
对采油真切的描述。孙建勇就在此时成为了滨南
采油厂的采油工。拖油管、扛电机、跳油坑、打卡
子……成为孙建勇通常工作，然而细心的孙建勇
意识到同样的工作在不同人手中会产生不同结
果，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半个小时就能出色完成自
己两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在工作之初，孙建勇
将积累经验作为第一要务，在工作半年以后，他成
为了基层班长，在众多年轻职工中脱颖而出。

然而，就在高级工学习的过程中，孙建勇意
识到优秀的采油工不仅要出色完成工作，更应该
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工作现状，成为工作的主导。

那时他决心拜师学艺。
刘景斌是滨南采油厂大名鼎鼎的老师傅，他

的多项技术革新成功助力生产运行。“如果拜师，
就拜刘师傅。”孙建勇心想。鼓起勇气，他给刘师
傅写了第一封信。然而这封信石沉大海，久久没
有回音。孙建勇想自己没任何名气，刘师傅怎么
会轻易收徒呢，斟酌后，他再次提笔，这封信像是
一封志向书，诉说了他的学习经历和对技术革新
的憧憬。孙建勇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刘景斌，孙建
勇不仅拜师成功，同时许下了拿职工技能大赛名
次的承诺。

好男儿一诺千金，跟着师傅勤学苦练两年后，
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孙建勇一举取得滨南采油厂采
油工第二名。在他之前，孙建勇所属的原采油二矿
已长达10年无人闯进厂技能比赛的前三名。这次比
赛后，孙建勇赢得了考技师的名额，9年间实现了
初级工到技师的蜕变，成为当时滨南采油厂最年
轻的技师。

创新导师带徒方式
做指明方向的引路人

2009年，由于采油厂勘探开发需求，增加了
不少新员工。由于实践经验的匮乏，新员工急需
系统培训，孙建勇在此时接受了新挑战。为了让
新员工尽快熟悉工作，孙建勇牵头技师成立青
年工作室，并组织了周末课堂，利用空余时间义
务给青工讲解知识，分享经验。为了加强沟通，
孙建勇还建立了“QQ群”，作为学习的“延长
线”，只要学生网上发问，孙建勇必有回答。

孙建勇一改传统的带徒方式，课堂讲解实
践案例、分享经验教训、常穿插笑话故事，轻松
幽默的课堂备受青工青睐，青工开玩笑称他为

“孙总”，QQ群人数越来越多至满员500人，周
末课堂渐渐远近闻名。徒弟高玉艳称孙老师以
人格魅力征服了青工，让大家愿意牺牲休息时
间，只为一睹他的风采。

孙建勇认为青工的喜爱让他充满动力，渐
渐地他喜欢上讲课，课堂让他感受到生活的意
义与价值。他的课堂不仅要把知识讲通讲透，
更想给青工指明方向，使得他们不再迷茫。

在“师带徒”过程中，近五年来，他的徒弟
共有31名职工取得技师、高级技师任职资格，
12名员工在管理局技能竞赛及劳务工竞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徒弟闫小宾在2010年喜摘
中石化职业技能竞赛银牌。

徒弟赵桂萍提到孙建勇只有感谢，当初孙
建勇想把她签为徒弟时，因为害怕给老师丢脸
她拒绝了，孙建勇多次做思想工作，最终才收到
这名优秀的徒弟。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孙建勇手
把手将知识传授给赵桂萍，后来赵桂萍考上了
高级技师，并由劳务派遣工转正。赵桂萍说是如
果没有老师悉心指导，就没有后来的进步。

让极寒天成为员工“练兵场”
胜北热力规范御寒应急方案保优质供暖

本报1月3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飞) 近日，随着今冬最强劲寒潮来

袭，气温骤降低至零下17摄氏度，优质供
暖面临着严峻考验。然而在寒流来临的前
一天，胜北热力大队已全面启动御寒应急
预案。这为胜北热力大队从容面对极寒天
气，打赢供暖保卫战奠定了基础。

在明确预测气温骤跌的情况后，1月20

日，一场特殊的御寒应急会议在胜北热力大
队召开。会议要求各基层队做好所有供暖管
网和设施的保温工作，同时加强寒潮期的管

网巡查力度，一场寒冬保温战全面打响。
通明苑热力队供暖面积19 . 6万平方米，

主要为通明苑小区和宏安小区共1944户居
民的供暖服务，2012年该地区由燃油供暖方
式改为万达热电余热供暖，这种供暖方式
环保、节能，但受机组凝汽水量的影响在极
寒天气可能存在热量不足的问题。为此，通
明苑热力队确定了开启增压泵、促进水循
环的应急方案，他们提前对增压泵、控制柜
进行全面检查、试运，并与万达热电加强联
系，最大可能的增加供热量。

该方案虽能让通明苑地区度过严寒，
却也把另一个难题抛给了胜北热力大队。
原来通明苑地区与胜苑地区同处一个供
热系统，一区域增压提温势必会影响另一
区域的温度。对此，胜北热力大队详细计
算了单位面积的平均流量，反复调节，让
两个区域达到了热力平衡。

1月22日，寒潮如期而至，通明苑热力
队首次启动了6年来未曾启运过的增压
泵，保障了小区居民的供暖温度。受极寒
天气影响，景安锅炉房出现了交换器至储

水罐的出水管线被冻住，导致交换器生产
出的软化水无法进入储水罐的问题，职工
立即启动预案采取蒸汽加热的方式，逐步
将其融化……

胜北热力大队生产办主任樊静琳说，
虽然极寒天气给供暖运行带来了小插曲，
但完善的应急预案使得大队职工从容面
对，从而打赢了供暖保温战。樊静琳说，极
寒天就是练兵场，大队将把此次经验完善
于御寒应急预案中，为居民优质高效供暖
提供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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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意意浓浓浓浓庆庆佳佳节节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为表达对居民的新年祝福，胜东社区锦华第一党员服务社红叶书画协会的成员齐聚一堂，书写春联联和福字近百幅，在春节前夕赠送
给高龄、独居老人。据了解，该党员服务社已连续八年开展义务送春联活动，原汁原味的春联不仅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文化，更承载着对居民的感谢和美好祝
福。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贵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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