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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第五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武振海：

痴迷革新的“快乐老头”
“人的智力总有退化的那一天，所以我要珍惜好现在美好的时光。”最近一段时间，刚刚退休一个多月

的临盘采油厂维修大队维修四队泵修高级技师武振海，仍然习惯性地骑上自行车穿梭在井场，因为他已经
习惯到采油一线了解生产难题，并通过技术革新去解决这些问题。武振海说，“现在只要有人给我打电话咨
询问题，我就很乐意到现场去解决，因为创新能带给我快乐。”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海霞

“革新是智力体操”

提及干了一辈子的泵修工
作，武振海坦言这是上天恩赐
给他的一份礼物。原来，1972年
武振海刚参加工作时，所在的
采油厂正值大规模投产初期，
一切工作白手起家。拥有高中
学历的采油工武振海被选拨学
习泵修，成为了一名维护“油井
动力”的维修工。

这次安排让武振海欢呼雀
跃，他从小就喜欢设计、动手，
向往着自己制作出便于工作的
发明，武振海明白他的机会来
了。“因为兴趣，那时我总是维
修队学习最快的一个。”武振海
说，反复琢磨的习惯就是当年
学习泵修过程中形成的，在别
人看来冷冰冰的机器，在他看
来却是充满奥秘的宝贝。

1 9 8 4年，武振海主动提出
调回老家所在的临盘采油厂，
他的革新之路从此走上了正
轨。此时，拥有12年泵修经验的
武振海不再满足于维修本身，
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能力去改
变艰苦的工作现状。那时油田
泵修工作中，拆装油泵还处于
人抬肩扛的时代，5、6个人折腾
半天才能将约1 5 0公斤的泵机
抬起，修理难度大，且常年从事
泵修的职工多数患有不同程度
的腰病。“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改
变费时又费劲的现状呢？”带着
这些问题，他认真琢磨。

在经过半个月的冥思苦想
后，武振海终于发明了“悬臂式

轨道架万向轨道车”，从此2个
人 1 0多分钟就能完成电泵拆
装，此举不仅降低了职工劳动
强度，还节约了人工成本和维
修成本。

“能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工
作的现状，当时很有成就感。”
武振海说，该革新工具还荣获
采油厂首届技术革新最佳成果
奖。

从那时起，被武振海称为
“智力体操”的各种革新项目伴
随了他30多年。近年来，武振海
共完成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27
项，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
为采油厂节约资金近千万元。
他也获得胜利油田第四届“为
民技术创新奖”铜奖、油田科技
明星、6次胜利油田劳动模范、

“山东好人”等多个荣誉称号。

导师带徒
创新成为强大凝聚力

2 0 0 7年，武振海所在的维
修四队被确定为“临盘采油厂
科技人才实验基地”，全面负责
各种创新成果的研制推广。在
武振海的带动下，诸多青年员
工开始跟随他走上了革新的道
路。目前，该队不仅拥有50多项
创新成果，维修四队泵修班还
先后三次荣立管理局三等功。

2 0 1 0年“武振海创新工作
室”挂牌成立，工作室与采油厂
其它6个工作室联合开展资源
共享、结对帮扶工作机制，与采
油厂技师协会、采油厂工艺所、
基层单位组成科技成果技术转
换实验结对，建立了良好的技
术交流合作机制，有效推动了
科技创新成果的研发推广。武

振海说，从此他迎来了自己的
黄金十年。

在带徒的过程中，武振海
将自己的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
给徒弟们，还用自己的手机号
创建了“设备修理热线”，跨工
种、跨行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创
新技术服务，因而被徒弟们亲
切地称为“技术 1 1 0”。性格爽
朗、乐观的武振海也深受徒弟
的喜爱，找他咨询问题的人越
来越多。

2 0 1 5年1 0月，武振海接到
徒弟临南注水站崔吉宁的求助
电话：“站上的泵皮带轮卸不下
来！”武师傅二话没说，带上工
具，骑着车子赶了2 0多里路来
到临南。崔吉宁告诉他，大家尝
试了扒轮器、火烤等各种办法，
没有效果。武振海围着注水泵
转了几圈，一边看，一边琢磨，
在皮带轮上装了两条螺丝，利
用力学原理巧妙解决了问题，
并耐心讲解了其中的奥秘。徒
弟翘起大拇指赞叹：“武师傅手
到病除！”

在无数个求助与解答中，
井场上活跃起一个骑着赛车行
走的身影，这个身影成为许多
员工的“定心丸”，也成就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革新。武振海说
在这1 0年间，他的诸多革新获
得局级奖励，成就了他的黄金
十年。

如今黄金十年已逝，可武
振海又迎来了“钻石十年”。在
黄金十年中，他发现了太多问
题亟待解决，这就是“钻石十
年”的方向。如今的武振海坚持
锻炼身体、坚持每天发现新问
题、坚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创
新会不断带给我快乐与惊喜。”
武振海说。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剑

北) 去年，在重庆涪陵跑
了整整一年后，陈亚斌为
胜利井下作业公司跑出
500万产值。今年，他不仅
赢得了单位的表彰，还继
续签订一份500万产值的
合同。

据了解，陈亚斌所在
的工程技术服务大队常
年为油田提供油管、钻杆
加工租赁、计量检测等后
勤保障服务，主要工作量
均来自胜利油田内部。受
低油价的影响，他们在传
统市场的工作量锐减。

2015年，为推进外闯
市场力度，该大队从机关
挑选年轻干部“洒”到各
个市场，身为经营办主任
的陈亚斌就是其中一位。
在涪陵，陈亚斌很快就适
应市场发展形势，并在当
地建立油管加工修复场
地，以期有所作为。然而
就在施工前，甲方出于质
量考虑突然禁用旧油管
施工，油管修复业务随即

“夭折”。
眼看刚成立的项目部

面临解散，陈亚斌迅速利
用各类资源与甲方主动沟

通。不久，他便与江汉油田
签订油管特殊扣机加工
合同，产值高达300万。

今年以来，参照涪陵
模式，该大队探索建立起
外部市场项目经理制，鼓
励职工自己组建项目组，
外出寻找市场，大队负责
派人施工。不久，陈亚斌
申请承包了机加工市场，
产值目标500万。工程队退
职老队长徐传兴主动申
请承包工程维修市场，产
值目标300万。

目前，陈亚斌已在涪
陵市场跑出100万产值。徐
传兴虽起步晚，但在大队
的支持下先后进入胜机、
鲁胜等市场。

数据显示，依靠各个
项目经理带动，该大队1-
5月份生产经营总值同比
增长1 9 . 1%。“未来，我们
还要把更多业务包出去，
让更多的人跑起来，闯起
来。”按照工程技术服务
大队大队长刘阳的构想，
未来几年，该大队还将打
造出更加专业的市场经
理人，形成“项目经理跑
市场、基层小队输劳务、
大队骨干研技术”三大业
务结构。

1个人跑出500万产值

胜利井下推广
外部市场项目经理制

专专业业化化管管理理，，一一体体化化调调派派

减少35个台班、降低成本1万元，这是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进行车辆队伍整合后，各基层单位公务用车较之前相比，平均每天减少的出车台班数和和节省的成本费。“车
辆利用率的提高，得益于专业化队伍整合。”河口厂副厂长王辉说，按照油公司体制机制改革要求，各基层单位的132台车辆和191名员工划转到车辆服务中心和特车大队两
个专业化单位后，通过建立车辆专业化管理、一体化调派运行机制，减少公务用车、生产服务用车数量，有效降低了运运行成本。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包正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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