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美编：杨珣 C03

5月10日，胜利油建公司龙口基地，中广核、三峡、福清等三家新能源企业的海上风电组块，正在紧锣密
鼓施工。今年以来，面对传统市场工作量普遍不足的严峻形势，这个公司在风电建设市场谋求新突破，当季
工作量创历史新高。据了解，中广核南鹏岛400MW海上风电项目，既是中广核集团在粤开发的首个海上风电
项目，也是国内最大单体海上风电项目，目前主体完工等待装船发运；三峡新能源广东阳江阳西沙扒300MW
升压站和福清兴化湾二期海上风电项目均按计划运行，预计8月底前完成海上吊装。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王明月 衣孜祺 摄影报道

深深耕耕风风电电建建设设市市场场

纯梁作业大队：

绩效考核夯实本质安全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徐海

峰 肖敬伟) 近日，胜利
油田油气井下作业中心各
三级单位80余人，来到纯5
-41井作业现场，共同探索
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安全
工时，并交流纯梁作业大
队安全工时实践成效。

所谓安全工时，就是
把安全相关工作量转化为
工时，排查出安全隐患有
工时，整改安全隐患也会
有相应工时。基层队会依
据安全工时高低浮动绩效
工资，让基层安全工作实
现由被动“罚”到主动“挣”
的转变，激励全员主动查
找整改身边安全隐患。

在作业系统，工时是工
作量的数字化表达方式。

“起两根两英寸半的油管会
有1个工时，洗井工作会得
到15个工时，安全工时则是
对原有工时的一个延伸。”
在纯梁作业大队副大队长
李正辉看来，推动安全工
时，就是要让安全像起下油
管一样可量化，让安全工作
看得见、摸得着。

油气井下作业中心成
立之初，就曾在系统内探
索安全工时，但是效果却
不是很理想，部分队伍甚
至出现安全工时流于形式
等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在
绩效考核上没有真正将安
全工时和生产工时分开考
核，部分干部员工也没有
深刻领会安全工时的内涵
要义。

为让所属各单位充分
认识到安全工时的核心要
义，更好地夯实本质安全
根基，油气井下作业中心

决定以现场推进会的形式
对这项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作为受益单位之
一的纯梁作业大队，不仅
借此机会展示夯实本质安
全基础成效，也在分享交
流中继续优化安全管理工
作。

据了解，纯梁作业大
队在推进安全工时中，以
作业流程为基准细化岗位
检查细则，由司钻岗、井口
岗、资料岗、场地岗分别负
责4个区块，对应着165个
安全检查点、12个动态安
全检查点，并赋予响应的
计分。例如，现场的岗位检
查表上注明，排查到“大绳
排列不齐”现象会得排查
分1分，消除隐患后得到整
改分2分，对于不能完成整
改的情况则只得排查分。

交接班过程中，员工
只要拿着“安全工时”检查
表进行逐项排查、整改，并
达到考核标准要求，经送
班干部认可后，就能得到
相应的安全工时。施工过
程中查改的安全隐患，经
验证后也会有相应的积
分。此外，摘挂吊环、检查
用电设备等12个在动态工
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点，
没有出现安全违章，班组
会得到12分，出现一例违
章不得分。

“安全不能搞一团和
气，要通过安全工时，让员
工认识到安全绩效是挣
的、不是分的，引导员工自
觉向违章说不。”李正辉认
为，安全转化为绩效，既能
促进员工主动学习安全知
识，也能不断增强全员查
改安全隐患能力。

从传统供热保障型单位到现代化热力企业，热力分公司：

爬坡过坎，在转型阵痛中蜕变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李敏 张滨

跨越“分水岭”
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没有

成功案例可参考。2018年的转型
升级，让热力分公司经理盖利波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018年12月31日前，属于油
田管辖“旱涝保收”；2018年12月
31日后，资产一次性移交给地方
政府，自负盈亏。这一天成为热
力分公司前进路上的分水岭。

千 头 万 绪 的 工 作 扑 面 而
来——— 新接管43个地方换热站，
新增直管到户社会化小区3 1 0
个、热用户9万余户；社会化小区
供暖主体复杂，部分社会小区供
热设施状况差、设备型号不统
一；人力资源优化中，10余个长
期外闯市场项目，因合同不到
期，人员无法撤离，意味着254名
职工在这个供暖季无法参与到
生产运维中。

在距离供暖前三个月的时
间里，分离移交适应期、改革发展
攻坚期、向现代热力企业转型期

“三期叠加”,“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需要冷静下来审视热力分公
司的优势与不足，抓住发展机遇
内部进行脱胎换骨的体制机制改
革，外部以啃‘硬骨头’的劲头拓
展市场，坚定全体干部员工必胜
的信心和决心。”盖利波说。

三个月的时间里，热力分公
司同步推进生产流程重塑与供
暖民生保障，锁定“外围一体化、
内部专业化”的战略布局，人员、
设备、管理区域上演前所未有的
大调整、大融合。

外围有序退出高青、利津区
域的零星供暖业务。整合原河
口、孤岛、仙河供热区域的资源，
由河口热力管理区实行一体化
管理。局部调整胜中、胜东、胜
南、胜北原供热管辖区域，以原
滨南热力管理区为班底在东营
组建新区热力管理区。内部进行

专业化重组改革，相继设立生产
运维中心、基建维修中心、收费
(稽查)中心、自控运维(技术)中
心等专业化单位，由分公司直接
垂直管理，让运行更有序、维修
更快捷、服务更到位。

三个月时间里，一个体制、
结构、面貌焕然一新的现代化热
力企业浴火重生。轻资产运行、

“管理+技术+劳务”的社会化经
营模式也悄然生根发芽。

建成“智慧大脑”
走进热力分公司生产客服

一体化运维中心，一块近20平方
米的LED大屏幕占据了整个中
心的南墙，千万级数据流源源不
断地从各管理区汇聚到这里，几
名调度员聚精会神地监控着屏
幕，对数据实时跟踪调控。

2018-2019年供暖季，热力
分公司首次投用生产指挥中心，
供热生产指挥系统、智能调节管
理系统等23套应用系统依托生
产运维管理平台，上联总部接收
生产指令，下通基层直接管理运
行，横跨联通5大专业化单位的
运维体系。

“生产运维中心是一个集调
度指挥、集中调控、成本运营的
生产指挥系统，它就像人的大脑
链接起所有的生产运行环节，实
现联动联效。”热力分公司负责
生产运维的副经理张吉福说。

热力均衡，一直是张吉福每
年费尽脑汁考虑的难题。现在通
过生产运维中心的集中调控热
源，恒定设置各小区出水温度，
不管偏远的小区还是老旧小区，
都能享受一样的温暖。

独特的匠心设计，还在于生
产客服一体化运维。生产运维中
心和客服中心依托一体化平台，
共享大数据资源，实现资源的调
配和力量的集合。

“通过大数据共享，我们可
以随时查询用户室温采集、历史
报修记录，定位维修人员等信息
作出初步判断，把问题解决在客
服环节，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直

接反馈给生产运维中心。”客服
管理中心接线员王巧玲说。

试水“供暖管家”
首次收到来自开发商的锦

旗，让徐元锋信心爆棚，“这是市
场对我们服务质量的认可”。

数据显示，这个供暖季，热
力分公司所辖区域内38 . 2万户
居民，平均供暖室温由18 . 8℃提
升到20 . 4℃，1 . 6℃的提升折射
出胜利热力服务水平的提升，从
达标温度到体感舒适温度，居民
满意成为衡量市场的新标准。

孙存义是热力分公司胜中
翠苑供热站副站长，作为有30多
年工作经验的元老，今年他有了
一个新身份——— 热力管家。

“以前是居民报修我们才上
门服务，现在是我们主动上门检
修供热设备与居民建立档案，手
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孙存
义的变化，是热力分公司试点推
行“供暖管家”服务模式的全新
探索，为居民量身定制专属供暖
服务，增强市场与供热人员的粘
度。一点之变，透射出更深邃的
市场雄心。

2018年初，热力分公司将分
散在各换热站的62部客服电话
统一为“8586000”，设置12个座
席进行集中式、专业化接报。同
时，增加“胜利热力”微信公众号
报修渠道，并与东营市民生热线

“12345”和油田440服务热线联
动，实现无缝连接，确保每一条
居民的需求信息畅通。

依托应用客服一体化平台
和手机APP移动客户端，热力分
公司将过去人工处理的派单、接
单、维修、回访等客服流程，实现
信息化全闭环管理。

2018—2019供暖季，未发生
一起大规模、大片区停暖事件，
居民满意率达到95 . 7%……停
暖后，热力分公司又迅速启动生
产检修、标准化建设和全员大培
训等工作，为下个供暖季的优质
平稳运行夯实了供热保障、运行
管理和人才基础。

2018年10月16日，徐元锋率领的外闯市场小分队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中标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冬
季供暖项目，标志着胜利油田热力分公司首次作为一支专业化公司跻身东营供热市场。

从吃补贴单位到市场中“刨食”自负盈亏，从传统供热保障型单位到现代化热力企业，乘着剥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的东风，热力分公司在转型阵痛中激流猛进，蓄起蓬勃发展的后劲。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张洪

波) 三个人完成十个人的
工作量，七八个小时的工
作30分钟完成……观念转
变，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
的提质增效，让胜利油田
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
维修站副站长辛明亮感同
身受。

4月10日清晨，济北采
油 管 理 区 注 采 四 站 曲
104—X713井水套炉穿孔。
维修站副站长辛明亮带领
马文超、张志国等人到达
现场后发现，更换水套炉
需要切割管线，由于管线
里有油带压，用气切割的
方案被否定。于是，他们就
采取泵车罐车扫线、泄压，
再手工用钢锯切割油管的
方式抢修。

在历经8个小时的抢
修后，辛明亮等人当拖着
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这
期间，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能不能琢磨个省事、
省劲、高效干这个活的工
具。

很快，辛明亮就找到
管理区技师孟宪河，表达
了想设计制作一个省时省
力的切割工具来高质高效
完成切割的工具。经过翻
阅大量书籍、研究其可行
性，孟宪河带领辛明亮画
出了工具的设计图纸。在
网上搜索相关配件时，辛
明亮突然发现有一种叫防
爆旋转割管器的工具，与
他们最初的构思完全相
符，于是便购买了一台试
用。

近日，济北采油管理
区注采二站曲9-X116需要
拆除水套炉。这次，辛明亮
使用新工具，3个人用时30
分钟就完成了以往十几个
人干七八个小时的活儿。
新工具既降低安全风险，
而且确保切割面平整，更
有利于后续施工。

济北采油管理区：

小工具解决施工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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