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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胜利油田临盘采油管理七区党支部着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党员“传帮带”活
动，促进员工技能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针对专业人才少、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等现状，该管理
区搭建“以师带徒，星火传承”载体，针对常见的疑难故障问题，让师父在现场毫无保留地把“绝技”传授给
徒弟；创立“星火创新”工作室，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创效活动，“五小成果”立项32个、QC成果20项、合
理化建议65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国家实用型专利5项，油田技师协会合理化建议一等奖1项、二等奖4
项、三等奖4项。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蔡天成 摄影报道

““以以师师带带徒徒，，星星火火传传承承””

临盘服务协调站“实干+巧干”，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活力

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志惠 黄磊

三个平台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

8月4日，临盘街道宏达小区
十几位居民自发来到临盘采油
厂办公楼前，代表小区居民送来
一面印有“战台风为民解急困
办实事党群心连心”的锦旗。居
民们说，宏达小区地势低洼，往
年遭遇暴雨总是带来严重内涝，
临盘服务协调站为群众办实事，
前期做了大量疏浚工作，小区经
受住了台风“烟花”考验，没有出
现小区看“海”现象，没有居民家
庭财产因暴雨受损，有力维护了
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让居民切实
感受到了民生服务保障温暖。

事实上，临盘服务协调站转
型发展后，经常会有群众送来锦
旗。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解决办社
会职能等历史遗留问题，让民生
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责归位于政
府，是临盘服务协调站的主要职
责。

“四供一业”分离移交以来，
临盘服务协调站充分结合实际，
大力推进区域统筹的油地融合
协调平台、后勤服务管理平台、
关心关爱员工服务平台建设，以
专业化服务力量为支撑，构建区
域管理协调机制。同时，他们在

“明确职能、完善制度、统一标
准、理顺关系”上做文章，全面考
虑、分类界定、综合归纳，有效提
升服务供给质量，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和居住环境，使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实现了“交
得出、接得住、管得好”的目标。

目前，经过协调站用心、用
力、用情努力，临盘油区的社区
管理正式纳入政府管理平台，逐
渐融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在临
盘小镇生活多年的油田职工正
经历着从“企业小区”向“城镇小
区”、从“油田人”向“城镇居民”
的转变。

把人留在临盘

更要把心留下

家住曙光区的退休职工刘
师傅和老伴儿，拒绝了儿女们接
他们去城市养老的建议，选择留
在奋斗了40多年的老地方。这其
中原因，除了割舍不下临盘的老
同事和许多老乡邻里，更重要的
是他们最关心的医疗健康问题
有了很大改善，让老两口住得踏
实，子女们也放心。

据了解，临盘服务协调站以
临邑中医院临盘院区为载体，
连接外部医疗资源，走“互联网
+”医疗服务模式，做到线下线
上融合，做实社区公共医疗服
务，切实做好区域关爱服务员
工工作。

他们借助服务一条街、医疗
进小区、到班站等活动载体，送
医送药到家庭、到岗位，让行动
不便的患者居家享受到医疗专
家团队的贴心服务；邀请齐鲁医
院、省立医院等专家定期坐诊，
员工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享受省
内外一流的医疗服务，这让和刘
师傅一样的临盘人感受到“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的现实问题逐
渐改善，而且越来越好。

如今，就医便捷、生活便利、
服务有保障，成为越来越多居民
的共识。“把人留在临盘，更要把
心留在临盘，留在他们为之奋斗
和生活的地方，这是临盘服务协
调站一直努力的方向。”分管临盘
服务协调站日常管理工作的临盘
采油厂党委副书记高增柱说。

服务协调新机制

确保工作高效开展

随着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主体任务完成，转型过渡期即将
结束，服务协调站的员工到哪里
去，干什么，成为可持续发展亟
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临盘采油
厂党委统筹谋划，为临盘服务协
调站明晰定位，将工作重心向办
公区域转移，服务采油厂、服务
主业，实现协同发展。

在临盘采油厂党委领导下，
协调站及时进行了架构调整和
干部匹配，以做好接续业务运营
为前提，按照职能相近、业务相
通、优化整合原则对接三个平
台，成立了五个部门，统一调配，
资源共享，协同作战，确保工作
高效开展，服务协调新机制建设
有序推进。

“由小区维修改造站调整为
矿区服务管理部门，承担了整个
区域内的矿区资源优化、维护改
造提升和监管区域后勤服务业
务，这样才能让我们利用专业优
势长期创效。”新成立的矿区服
务管理部的经理甘罡对转型发
展充满信心。

立足发展就要让人员“动起
来”的理念，协调站对照“三个平
台”建设，对人员进行了再整合，
力求精干高效，适应发展。目前，
通过优化内部激励考核措施，让

“真干活、真受益、真创效、真激
励”的机制落到实处，临盘服务
协调站今年前10个月完成创效
1957万元，一系列举措不仅满足
了平台建设要求，又让“动起来，
走出去”实现外部创收，让员工
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们把各小区居委会事务
进行资源整合，建立健全网格管
理机制，打造一个良好的协调政
府、联系居民、油地融合平台。”
居民服务项目部负责人蔡国庆
说，通过一站式服务，让居民不
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努力提升居民满意度，促进临盘
区域和谐稳定发展。

为持续提升服务员工群众
能力，协调站推动由专项服务向
集成服务转变，整合区域服务资
源，打破门户界限，推动公积金
服务、社保服务、工会会员服务、
房产服务等业务一站式办理，推
动由单位办理向就近办理转变，
推动由线下办理向线上办理转
变，扩大网上办、掌上办、不见面
办理业务的范围，逐步扩充了

“互联网+矿区后勤服务”模块，
以满足矿区管理和员工服务需
求，主动适应员工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盼。

水质更好、用气更安全、供热更有保证、马路更平坦、员工群众幸福感更强……近年来，胜利油田临盘
服务协调站坚持做实、做深、做细分离移交小区改造和转型发展这个时代课题，主动作为，通过“实干+巧
干”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活力、新动力、新气象，向广大员工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胜利国电公司：

全全力力保保供供热热““暖暖万万家家””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桑敏

娟 ) 为确保今冬供暖工
作高质量运行，胜利国电
公司党委积极应对供热
成本增高的严峻形势，提
前做好设备维修调试、备
冬储煤等工作，保障供暖
设备的安全绿色稳定运
行。

“全力以赴保供电、保
供热，是能源行业当前最
重要的政治责任。”胜利国
电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胡建东说，公司660MW机
组是中国石化在运行的最
大发电供热机组，承担着
油城1400万平方米的供热
任务。特别是今年随着“西
热东输”、工业蒸汽项目带
来的供热需求增加，公司
始终站在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服务民生大计的高度，
聚焦保燃料供应、保安全
生产、保冬季供暖，用实际
行动践行供热“暖万家”的
责任和使命。

8月底，全面梳理排查
供热系统设备缺陷，热网
加热器冲洗、热网6千伏高

压配电设备整体检修试验
等35项工作已经全面结
束；梳理历年来集中供热
出现的PLC逻辑丢失、热
网小机进汽调门自关等问
题，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班
组指导，完成热网小机控
制柜PLC更换升级改造工
作，坚决扫除一切影响供
暖的潜在隐患。

国电公司持续加强煤
炭全过程管控，统筹考虑
月度煤炭的消耗量、安全
库存、采购价格三条曲线，
并依据市场行情对安全库
存曲线动态调整形成经济
库存曲线，加强市场趋势
研判分析能力，确保煤炭

“安全、及时、经济”供应，
保障机组运行。

围绕节能降耗关键环
节，国电公司优化系统运
行方式，精准配煤掺烧，优
化分仓上煤方案，精细调
整燃烧，推动供热供电煤
耗持续下降；实施低压缸
零出力改造，增强机组供
热能力，确保在低电负荷
情况下能满足供热需求，
实现机组绿色运行。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彬

袁芳 ) “你好，请出示有
效证件，并在来访签字本
上备注，接访人电话通知
后请您进入。”为保障利津
水厂安全供水，门卫值班
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对
来访车辆和人员重复着这
句客套中却又具有禁令性
的话。

作为直接供送生产生
活用水的要害单位，利津
水厂在做好优质水生产的
同时，突出抓好人防管理，
让“三把锁”管控成为牢不
可破的第一道防线。

所谓“三把锁管理”，
是这个水厂制定的一套管
理方法，第一把锁是指来
访人员必须按照防疫要
求，在做好体温测量后，详

细签好个人信息和来厂理
由，并在与被接访人电话
确认后，方可进入厂区；第
二把锁就是对来访人员乘
用交通工具进行药物消杀
后，彻底检查车内有无污
染物、危险化学药品、易燃
易爆物品等，一旦发现将
拒绝访问；第三把锁就是
来访人员出厂时，必须验
证乘车人数以及车内携带
物品，对于可疑物品在无
法说明来历和经过时，门
卫人员有权暂收。

“三把锁”管理措施在
长期的行使过程中，不但
塑造了良好的厂区治安环
境，而且也成为员工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的紧箍咒。
截至目前，该水厂未发生
一起案件，为安全优质供
水打下坚实基础。

供水利津项目水厂：

上好门禁管理“三把锁”

济北采油管理区：

只认“硬制度”不认人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
近日，在胜利油田鲁明

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曲15
-斜9大修队井场，纪检小
组和安全检查人员再次被

“拒之门外”，原因是未出
示健康码、未进行体温检
测、未进行外来人员登记，
这已经是当天第三次被拦
在“门外”。

“看来硬性制度，已经
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习
惯。”面对一再被拒，纪检
小组成员李勇和石胜利很

高兴，因为这次检查主要
就是针对承包商的市场准
入资质、疫情防控、施工现
场安全措施等内容。

承包商管理是生产经
营的重要组成，加强对承
包商的监管力度也是纪检
小组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督导检查过程中，管理区
创新检查方式，纪检人员
以不定期、无规律的方式，
随时对承包商的各项工作
进行检查，摸清实情、发现
问题，推动责任落实，提高
纪检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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