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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下午4时许，胜利油田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同台井曲9-斜244、曲9-斜247井提前组机完成，进入
作业投产阶段。为确保新井高效投产，管理区维修站利用两口同台井未完钻期间，将要转入的闲置抽油机做
好保养工作，并将钢丝绳、撬杠、水平仪等工具提前准备完善。充分有序的准备工作，让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
量9个小时完成。据了解，11月份以来，济北采油管理区针对当前生产形势，开展“上产30天，日油要上618”活
动，让精细管理、优化运行，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摄影报道

加加快快新新井井投投产产

石开胜科采油管理区：

7个月创新创效125万元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剑北)
近日，在埕24-83井场，

试油9队因搬家延迟，接到
稠油试油作业大队大队生
产办发出的成本风险预
警。干部员工加班加点，
最终将搬迁时效缩短至
大队规定的标准内。实践
证明，风险预警，已经成
为该大队控住成本超标
的重要举措。

2017年，按照胜利石
油工程井下作业公司统
一部署，稠油试油作业大
队7个试油队负责合作恢
复停产井施工。在见油分
成的合作模式下，收入相
对固定，要盈利关键在于
控成本。

“停产井大都为高度
疑难井。”稠油试油作业
大队副大队长黄显说，为
践行低成本发展，大队成
立安全、生产、技术等专
业在内的停产井项目组，
在每口停产井施工前，都
要参照井史工艺对用料、
时效、运行等成本项点量
化建标。

项目施工中，大到设
备耗材，小到每个流程周
期、每台吊车供给型号，大
队都会给出相应标准。如
某个项点濒临“超标”，大

队会发出预警甚至终止施
工，避免成本超标。其中，
单83-025井套管破损，试
油14队作业到一半时施工
用料濒临超标，大队综合
研判决定终止施工，剩余
工具转移到别队使用。

“干了一半放弃，肯定
会亏。但如果再干下去，亏
的会更多。”黄显说，对于
高度疑难井，稠油试油作
业大队还开展了风险评
估，即在施工前，由项目组
对安全、质量、时效等项点
进行风险评估，精准找出
可能影响成本的风险点，
并提出改进措施，确保低
成本高效运行。

此前，滨509-斜57井
先后进行了两次作业后，
均以失败告终。由于井内
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大，稠
油试油作业大队组织技术
人员对该井进行成本风险
评估，共评估出涉及时效、
安全、质量在内的28个成
本风险点，全部制定对应
措施，使该井最终保持高
质高效施工。

据统计，自稠油试油
作业大队实施合作恢复停
产井施工以来，共使8口井
顺利恢复生产，其中2口交
付甲方使用，无一起安全
质量事故。

井下作业公司：

风险预警控住成本超标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鸣农)
在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

中，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
心胜科采油管理区突出价
值引领，组织全员开展“人
人增效过千元，争做岗位
创新创效明星”劳动竞赛
活动，并首次提出对创新
见效明显的项目，对项目
人员给予创效额10%-20%
的奖励，有效激发全员创
新创效热潮。

胜科采油管理区经理
王城镇说，受储量难动用、
油藏含水持续增大等因素
影响，胜科采油管理区面
临开发难度大、开发成本
高等难题。为此，他们将技
术创新作为扭亏脱困的重
要举措，开展了一些有益
的探索。

今年以来，由管理区
党委牵头，工会、团委等部
门搭台的“人人增效过千
元，争做岗位创效明星”劳
动竞赛，每个月都根据技
术、质量、创效、挖潜等指
标，分岗位实施评比活动，
促使员工的“金点子”成创
效“金豆子”。

对于创效水平高的项
目，参与人员将会根据比
赛规则获得10%-20%的奖
励，其中草4-1接转站就地
分水改造就是在劳动竞赛
中涌现出来的典型。

据了解，管理区原油

每天通过草4-1接转站输
送至7公里外的草南联合
站油水分离，油量进入油
库，污水则原路返回接转
站进行无害化处理。草4-1
日污水处理量约1 5 0 0余
方，一来一回等于多走了
14公里，途中加温、加压产
生的费用更增加了生产成
本。对此，管理区采油高级
技师常学义带领创新能手
实施流程改造、切换，让油
水在接转站直接分离，实
现了让水少走“冤枉路”的
目的，月降本12万元。

草4-1接转站实施的
技术改造，只是管理区诸
多创新创效项目的一个缩
影。在采油五站，员工针对
拉油点风向标因风吹日晒
极易损坏的现状，仅用25
元就自制了更加实用的风
向袋，目前已应用8个、降
本3920元；在采油四站，员
工将草4-P35新井试油生
产原计划流程改为更高效
的简易流程，降本8000元。

“现在管理区形成了
浓厚的创新创效氛围，半
年的合理化建议就达到去
年总量。”胜科采油管理区
党委书记张继说，自今年4
月份至今，各班站上报合
理化建议460条，创新创效
成果125万余元，创新达们
累计获得奖励14万元，其
中6名员工荣获“创效明
星”荣誉称号。

滨南厂坚持多产效益油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并重

222名员工“走出去”创效益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过好日子最重要

连续两天凌晨4点多钟起
床，在清扫完万余平方米的责任
区后，滨南采油厂维修大队维修
三队注输泵修理工刘重珂又奔
赴井场，对9台抽油机变速箱进
行清洗施工。

像刘重珂一样，维修大队已
经有31名员工拿起扫帚承揽了
滨南社区30余万平方米的保洁
业务，并成为大队首批成建制

“走出去”的员工。
无独有偶。采油管理三区61

名员工承揽了鲁明公司油井管
护业务，15名工程设计人员整体
输出到胜利建设监理公司承揽
业务，采油管理九区7名员工到
隆迪石油技术(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承揽业务，采油管理四区25
名员工到滨州市科代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承揽业务，华滨公司
业务承揽正在深入推进……

虽然有时会“两头忙”，但
刘重珂认为只要肯干，就没有过
不去的坎。“说实话，第一次拿
起扫帚去扫地，心里还真不是滋
味。”刘重珂说，“干了25年的技
术活，以前修泵，现在保洁，心
里难免会有一些落差。但是‘走
出去’是单位需要，也是个人需
要，必须努力干好。”

据了解，维修三队主要承担
着滨南采油厂油水泵维修、抽油
机变速箱清洗、潜油电泵井及水
源井的现场施工与日常维护，一
直是维修大队的创效“大户”。
然而，随着泵修工作量逐年下
降，该队的效益日益受到影响，
人均绩效工资只有大队平均水
平的三分之一。“起初还没觉得
有啥，创效少就该拿的少，这很
正常。”刘重珂说。

随着保效创效力度的持续
加大，有的员工收入“水涨船
高 ”，但 维 修 三 队 却“ 原 地 踏
步”。越来越大的差距，让维修
三队员工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
纷纷要求大队“再去找活干”。

维修大队结合胜利油田和
滨南采油厂外闯市场、人力资源
优化相关激励政策，多次主动与
厂外闯市场项目部联系，并将目
光投向了滨南社区30余万平方
米的保洁业务，号召干部员工

“走出去”多创效。
“报名，还是不报名？”面对

这道选择题，经历了三四个不眠
之夜后，刘重珂报上了名，“多
创效、过好日子最重要”。

路在脚下，更在市场里

在保障正常生产的同时到
社区干保洁，吸引了维修三队的
21名干部员工和维修六队10名
后勤人员自愿报名。没啥顾虑

“走出去”，他们看重的是单位
以组织名义成建制承揽业务，这
让员工们感觉到心里很踏实。

自此，带头报名的维修三队
队长吴波添了一个新身份———
滨南社区胜滨小区西院保洁业
务“项目经理”，并带着19名员
工承担了胜滨小区20万平方米
的保洁业务，挣取劳务收入，走
上外闯市场的征程。

“面对异常严峻的生产经营
形势，到市场上找出路成为扭亏
脱困的必然，早走早主动。”维
修大队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刘希
东认为，在保障正常生产的基础
上，外闯市场多创效体现的是价
值思维、效益观念，无论对单位
还是个人来说是双赢之举。

每天一大早，吴波和母亲、
妻子在认真清扫完责任区后，再
赶到队上抓好日常运行。“现
在，大家都明白创效越多收入越
高，员工们也乐意接到保障生产

的电话，因为每一个工作量都计
入到绩效考核中。”吴波说，保
洁加生产虽然挺忙活，可大家干
劲十足，各项工作均处于平稳运
行的状态，“路都是人走出来
的，只要能带着大家伙创效，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能创效的就是好岗位

“从第一天扫地起，我就把
自己‘包’起来了，帽子、口罩、魔
术头巾都用上，只露了两只眼
睛。”刘重珂笑着说，“天热也带
着，说是为了防尘，其实是抹不
开面子，怕碰见人，特别是熟人，
人家问话都不知道该咋接。”

现在扫地，刘重珂最多带个
口罩防止灰尘，遇到熟人时还偶
尔开句玩笑；来了兴致，他就拿
起手机拍拍落叶、拍拍干净的责
任区发个朋友圈。

时间长了，员工们越来越
坦然，居民们也越来越习惯。

“什么活都得有人干，没什么高
低贵贱，凭自己的劳动挣钱不
丢 人 。”刘 重 珂 认 为 ，扫 地 挣
1000元钱和修泵挣1000元钱是
一样的，只要能创效的就是好
岗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如今
的刘重珂说起扫地头头是道。他
说，最初大家用5斤沉的竹制大
扫帚，人均万余平米的保洁责任
区扫下来常常感觉到腰酸臂痛，
端个杯子都得用两只手。后来，
他们向环卫工人学习，购置了1
斤多重的编制扫帚和垃圾专用
夹，自制防风铁簸箕，保洁工作
干得越来越顺手，也受到了社区
和居民的充分认可。

根据业务承揽激励政策，承
担保洁业务的31名员工年创效
实现了111 . 6万元，维修三队人
均绩效工资由之前的5 0 0余元
增长到1500余元，比维修大队
人均绩效工资高出100余元。

今年以来，面对异常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在多产效益油的同时，专门成立外闯市
场项目部，积极引导干部员工“走出去”创效益。其实，在谨慎迈出第一步、离开待了多年的岗位后，这些“走
出去”的员工发现，外边的世界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据统计，今年前10个月，采油厂已经有222名干部员工通
过业务承揽等形式到新岗位实现价值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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