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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
员 时维涛 陈军光 刘萌) “紧急关
头我们上，困难时刻我们到！”这是鲁胜
公司鲁丰采油管理区青年突击队队员的
口号。今年以来，这支由“80”后和“90”后
组成的青年骨干队伍已先后处理应急抢
修30余次，另外还通过争当创效保效先
锋为管理区节约成本25万元。

“今年‘四化’建设项目施工工期紧、
任务重，为了保证项目及时完工，管理区
积极调动‘青年突击队’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鲁丰采油管理区书记成建华介绍，
管理区需要将100多口井的原有控制柜更
换为“四化”专用控制柜，对于更换控制
柜来说不仅耗费体力，还是个精细活。面
对400斤重的设备，队员们组成好几个小
分队，分头做好旧柜子移位、安装新柜

子、制作接线等任务，硬是靠人拉肩扛，
完成装载任务，省下了租用吊车的费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化”施工期间，
突击队共焊接标准化流程5井次、计量间
等管线补孔14处、改油套联通10余井次、
打套袖工作5次、焊接补漏5次、带压打卡
子补漏20余次，并自制林东集输站加药
间踏梯、生活区座椅5套，累计节省费用
25万元。

急难险重冲在前，抢险维修显身手。
9月30日晚10时许，正在值夜班的林东集
输站职工王海防发现一号污水外输泵进
口阀门不能够正常开关。得到消息后，突
击队员刘云竹立即带领李建波和饶军民
连夜赶往进行抢修。经过现场判断这个
型号为DN100-16的阀门必须进行更换，
于是他们切断污水罐的出口阀门，为了

保险又接着切断了斜板除油罐的进口阀
门。卸螺丝、放余压、换阀门……所有工
序都干的有条不紊，整个过程仅用时40

分钟。
返回途中，车窗外一片寂静，疲惫不

堪的队员在车上睡着了。像这样的抢险
任务，青年突击队完成的还有很多，无论
是吃饭还是休息时间，只要有紧急情况，
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驾驶员师傅
说，“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看着
这些年轻小伙这么拼，我都觉得很心疼，
但是这些小伙子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们不仅在创效路上有所作为，在
综治增油上也尽职尽责。 9月14日晚9点
15分左右，职工闫海与杜阳在巡查时，发
现了一台可疑车辆。由8人组成的“突击
队”在副经理孙学国的带领下迅速赶往

案发现场，他们兵分两路对可疑车辆进
行堵截，抓获“盗油贼”和被盗原油，避免
了公司的损失。

琴棋书画样样通，人人都有小绝活。
这群突击队的小伙子们不拼“颜值”拼才
华，工作中他们赛技术比技能，整个队伍
整体素质得到了不断提升。在鲁胜公司
井控应急演练获得一等奖、技术比武采
油工组、电工组均名列前茅。不仅如此，
他们生活中也是多才多艺。突击队员吴
其珍、杜阳是“灌篮高手”、王鹏是“情歌
王子”、吴东禹、张帆是“摄影师”……

“青年突击队是青年人施展青春才华
的舞台，他们是管理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这样一股年轻力量就像是一双有力的
翅膀，凝聚了团队力量，展现了青春的风
采。”成建华对青年突击队赞不绝口。

青年突击队勇挑创效保效重任
鲁胜鲁丰管理区实施青年人才培养战略，展示青年团队风采

近日，孤岛社区在辖区各主要街道和
公园、植物园内全面开展树木涂白工作，
以防止“日烧”减少冻害和病菌感染以及
病虫害的发生。据社区绿化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首次选用新型环保涂白剂，此
举不仅因新涂料粘度高，省去往年包裹毛
毯防止其脱落的环节，还能在降低职工劳
动强度的同时，提高质量效益和安全环保
水平。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志亮
摄影报道

胜利油田迎来首位百岁“老石油”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冬梅 滕风华

10月21日，
重阳节这天，油
田第一位百岁
退休“老石油”
张义和与前来
陪伴他的子女
们一起度过了
他百岁后首个
重阳节。“父亲
年 纪 大 了 ，只
要后辈都围着
他，他就高兴。”
张义和的二女
儿张若芬说，7
月底，他们 6个
兄弟姐们刚刚
给父亲过了百
岁 大 寿 ，现 在
子女们只要有
时间就会陪伴
在老人身边悉
心照料。

子女轮流悉心照料老人家

团结一心照顾父亲很骄傲
这个月轮到二儿子一家照顾老人，二儿媳妇沈翠华正

在准备蒜薹炒肉，她将蒜薹和肉切得十分细小，炒熟后稍
炖片刻。子女们认为炖菜有利于老人消化。“现在老人每天
都要喝稀饭。”她指着炉子上咕咕冒泡的稀饭说。

张义和的妻子在2012年离开人世后，老人的情绪变得
十分低落，言语也少了。为了宽慰老人，子女们一有时间就
陪着老人聊天，静静观察老人的行动，每每看到曾孙女老
人就露出笑容，于是一家人经常让孩子陪伴老人左右。慢
慢地，老人的精神状态恢复了正常，家人才安心下来。

母亲离世后，儿女们便开始轮流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这个“轮流”可不是老人轮流到孩子们家中生活，而是每2个
月儿子或女儿一家人搬到老人家里生活，不仅照顾方便，更
重要的是陪老人说话，让他享受天伦之乐。为此，大女儿和
身体欠佳的女婿从一百多公里的博兴老家赶到孤岛照顾
父亲，二女儿也放下需要照看的小孙子从东营回到父亲
家。小女儿虽然家住济南不方便，但是每逢节假日都急忙
大包小包地买上各类父亲爱吃的特产探望父亲，而且小
女婿到家后就给岳父洗脚、剪指甲、理发、洗澡。

如果说儿女们精心照料自己的亲人还在情理之中，
那么，儿媳们像比赛一样悉心照顾公公则着实令人敬佩。
大儿媳的母亲去世，轮到她家“值班”，她就把爸爸一同带
来公公家同时伺候二位老人。爸爸看女儿照顾公公细致
入微打趣地说不曾享受过这般待遇；二儿媳为让老人吃
上既暄和又鲜嫩的面饼，一大早四五点就起床和面、发
面，变着花样打开了老人的胃口；小儿媳一点也不比嫂子
们做的差，虽然娘家在东营，但轮到她家“值班”则毫无怨
言的到孤岛悉心照料公公。

“公公家的孩子年龄相差大，年长的姐姐十分爱护我
们，遇事也很包容我们的错误，我们也愿意听取姐姐哥哥
的意见，一家人相处十分融洽。”三儿媳说，家人团结一心
照顾好百岁老人，是件既骄傲又自豪的事。

百岁老人如今四世同堂

奉献精神赢得后人尊敬
1915年，张义和出生在滨州市博兴县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家庭条件贫苦，张义和兄弟四

人在少年时期就踏入社会工作，后来一直在博兴、济南等地从事建筑工作。1971年，张义和
跟随济南的建筑公司调往胜利油田，1972年又被调至孤岛工作，10年后光荣的从孤岛第一
幼儿园退休。

张义和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如今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有着20多人的大家庭。在二女
儿张若芬印象中，父亲是一个热爱奉献、不求回报的人。年幼的张若芬与母亲生活在博兴，
父亲为了撑起整个家则独自在济南工作。“为了这个大家庭，父亲年轻时可受了不少苦。”张
若芬说，一次她听父亲的同事说，平时他人买一毛钱的饭菜就算节省了，唯独她父亲仅舍得
花五分钱吃饭，只要一发工资就把钱全部寄回家中。在工作中，张义和同样坚持着奉献精
神，技术精确且不求回报，也正是这份精神让后代对老人充满尊敬。

2014年7月22日，老人迎来了百岁大寿(民间习惯于过虚岁生日)。那天一大早，张义和的
家中人头攒动，老人的侄子、侄女、曾孙女、曾孙子都纷纷到场祝贺，160余人将小院围得满
满当当。孤岛社区的社区老年管理中心及学前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专门带着鲜花、蛋糕及
为老人申请的长寿补贴前来祝贺。老人摆着手不肯接受：“现在生活好了，够花的，这钱不能
要。”在工作人员的一再解释下，老人才连声感谢地接过红包。

知足常乐不计较得失

生活和饮食十分规律
说起老人长寿的秘诀，二女儿张若芬介绍，遗传基因可能是重要因素。她的爷爷活到70

多岁，在60年代也算是高寿；大爷、二大爷和四叔都活到九十多岁。另外，张义和兄弟四人的
生活也十分规律，从来不抽烟、不喝酒，“现如今父亲的思维很清晰，就是耳朵稍有些背，日
常生活还是能够自理。”

知足常乐，知足是福，这对张义和来说再恰当不过。张若芬认为，老人的长寿与知足常
乐的心和好脾气密不可分。张若芬说，父亲心胸开阔一辈子不计较得失，处处为别人着想。
父亲刚上班时在博兴周边工作，但由于档案记载不全，所以工龄计算较短，有关部门建议他
去原单位出具证明，但是父亲却觉得不用再找了，否则还要给大家添麻烦。

另外，老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起床、睡觉、吃饭都卡着时间来。前些年身体情况较好时，
每天早晨都围着小区或者神仙沟转圈，每次行走约五公里。在饮食方面，老人从不挑食，不
喜欢大鱼大肉，不抽烟不喝酒。老人喜欢喝牛奶，从60岁起每天饮用半斤牛奶。60多岁时，老
人曾因高血压导致休克，此后常年坚持服用降压药。

引进涂白新材料
高质高效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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