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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
员 韩莹) 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居民缴
纳水电气暖及物业等公共事业类费用，8

月底，油田公共事业部在胜北社区开展网
银和自助终端缴费试点，目前已成功交易
500余笔。据了解，11月1日起，胜利油田将
有6家社区的公共事业类缴费进入信息化
时代。

“自助缴费太方便了，以后就不用担
心晚上家里没电无法充值电费的情况
了。”家住胜北社区胜荣小区的吴先生，经
历了20年来的公共事业类缴费的巨变。他
说，2010年以前，小区内分别设有水电气暖
和物业的5个收费点，那时交费不太方便。
2011年后，随着集5种收费项目为一体的社

区一站式服务大厅成立，从此居民可以一
站式交费。

据了解，2014年年底，胜北社区一站式
服务大厅内同步实现跨小区、跨社区缴
费，并且还实现了POS机刷卡交费，这在很
大程度上方便了小区居民。

胜利石油管理局公共事业部副主任
经济师邹本军介绍，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水
平的不断提升，油田公共事业部本着方便
居民、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资金风险以及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则，提出公共事业类
收费要逐步实现信息化。

“在胜北社区试运行2个月后，各种统
计数据显示信息化收费准确无误，具备大
面积推广的条件。”邹本军说，11月起，包括

胜北社区在内的胜中、胜东、胜南、孤岛、
仙河等6家社区全面启动网银、自助终端
缴费方式。届时，生活在上述6家社区的居
民可通过一张银行卡，即可通过网络和中
心城区范围内的工商银行营业厅自助终
端设备，完成缴费和自助购电，同时跨小
区、跨社区自助缴费、购电也全面实施。

据了解，水气暖和物业费的网上流程
是，居民在进入工商银行网上银行选择项
目栏中点击“分行特色”后，选择“胜利油
田公共事业缴费”，在输入身份证号码点
击“查询”按钮后网页将会显示该身份证
名下所属房屋，居民根据需要缴费的房屋
点击“下一步”即可缴费。而购电则需要到
自助终端设备上完成，该项缴纳的流程是

居民在分行缴费中选择胜利油田一卡通，
在一卡通购电等待提示插入电卡等信息
后，按照提示内容操作便可完成购电。

此外，为了让居民购电更加便捷，油
田公共事业部正在试验将缴费程序编入
写卡机中，以后居民也可通过购买写卡机
的方式，在网银缴费后刷卡，实现足不出
户就能缴费。

公共事业部信息管理科科长许云志
说，该功能一旦研发成功，该部门还将通
过在办公楼、小区安装写卡终端等方式，
最大程度为居民提供便利，“目前我们正
在抓紧研发胜利管家APP，该软件是集查
询、缴费等多功能于一体，这也是提高服
务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生活缴费
11月起，油田6家社区全面实现网银和自助终端充值生活费用

近日，胜东社区胜利幼儿园的20多名小朋友在家
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东营区胜园街道东升村的空
巢老人家中，为老人送去鲜花、自制的小礼物以及由
小朋友自编自演的节目。据了解，近年来，胜利幼儿园
通过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英 摄影报道

爷爷奶奶
我们来看你了

孤岛厂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不断提升创新创效水平

创新工作室的“孵化”效应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海鹰 杜保才

1 0月 2 3日
下午，孤岛采油
厂“效雷创新工
作室”内不时传
出激烈的争论
声，该厂作业首
席技师王效雷
与技术骨干们
正围绕新研发
的“连续冲砂装
置”如何解决冲
砂时易发生砂
卡的问题，展开
热烈的讨论。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提升基层员工业务素质
“魏峰创新工作室”是孤岛厂首个创新工作

室，目前参与人数已达60余人。在魏峰的指导下，
徒弟芦金亮先后研制出“抽油机毛辫子防断器”、

“曲柄销子取出器”等多项成果，在生产现场得到
广泛应用。

“一线工人是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既熟
悉生产工艺流程，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魏峰表
示，他想通过创新工作室多带一些徒弟，让更多人成
为创新能手，这也是孤岛厂创新工作室负责人的共
同想法。多年来，创新工作室以“面向生产、解疑释
惑、导师带徒、创新提高”为工作方向，不断创新技术
培训方式方法，为基层员工素质提升提供平台支撑
和技术保障。

结合员工培训需求，创新工作室开展了多层
次多方式技术培训活动。“陈洪维创新工作室”设
立“技师讲堂”、“特色课堂”，开展“送教进班组”
等活动，实现“集中授课、现场讲解、实践操作”；

“魏峰创新工作室”制作的电网检修、变频控制柜
和抽油机保养、硫化氢防范、计量站故障判断、单
井动态分析等课件受到基层职工的一致欢迎；

“白瑞义创新工作室”开展的“技术沙龙”，每季度
一期，来自各基层单位的技术骨干、创新能手汇
聚一堂，就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个人技术上的困
惑，集中进行交流和攻关。

“导师带徒”是创新工作室开展传帮带的主要
途径，目前全厂有60名师傅与240余名徒弟签署了
师徒合同。通过签订“导师带徒培养方案”、“师带徒
协议书”、“企业员工、劳务派遣工导师带徒协议”、

“青年技术操作能手培养计划”等多样化的速培计
划，加快年轻人员成长步伐。由此涌现出像王海军
等人一批拥有诸多创新成果的青工。

“创新工作室不仅是创新创效平台，而且是知
识共享平台、交流提高平台。加入创新工作室团队，
对年轻人是难得的学习实践机会。在这里，可以向
导师请教，可以和同行交流，想不进步都难。”王海
军说。

由单兵作战向抱团出击转变
创新工作室成技术人才聚集地

定期聚集高技能人才进行技术交流，并针
对生产一线难题进行科研攻关已经成为孤岛采
油厂创新工作室的常态。创新工作室在激发职
工聪明才智和创新创效热情的同时，“孵化”出
一大批创新成果和技术人才。

今年7月底，孤岛厂采油管理二区“雁行”创
新工作室正式成立，这也是孤岛厂成立的第7家
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工
作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致力
于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与日俱增。但在技术攻
关过程中，许多技术工人却经常被各种问题所
困扰，如缺乏加工工具、跨专业技术壁垒无法突
破、个体思维受限等。创新工作室的诞生恰好解
决了这些难题。随着对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工
作的重视，孤岛厂逐步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工
会牵头运行、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劳模和高技能
人才挂帅，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的长效机制。

为给职工创新工作室创造良好的硬件环

境，孤岛厂多部门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断加大创
新工作室建设力度。近年来，孤岛厂累计为职工
创新工作室配备图书3000余册、协调活动场所3

处，解决办公设施、展板制作等问题10余次，累
计投入30余万元。创新工作室由此成为全厂技
术人才的聚集地，一大批工艺、设备、安全生产
的瓶颈问题在这里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7月，在江苏常州举办的山东省第35届
优秀QC成果发布会上，孤岛厂准备大队技师工
作站发布的成果《研制新型隔热管外壁清洗装
置》，被推荐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成果。而这仅
仅是孤岛厂创新工作室诸多获奖成果之一。

在发展工作室成员过程中，孤岛厂注重参
与者技术的先进性、创新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
动性。目前，已建成的2家局级职工技术创新工
作室和5家厂级创新工作室，已经涵盖采油、井
下作业、注汽、综合维修等多个工种，较好地实
现了均衡发展。

积极破解成果转化难题
创新创效累计达8400余万元

在许多人看来，拥有着7年悠久历史的“陈
洪维工作室”尤如一个神秘的宝藏，许多新式

“武器”从这里走向生产一线，让许多的技术难
题迎刃而解。

自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他们取得了创新
立项75项，其中获国家级奖励2项、国家专利7

项、获厂级以上奖励22项等荣誉。还有由该创新
工作室研发的“抽油机曲柄销子衬套拔出器”、

“电焊机空载遥控节电器”、“管线快速止漏工
具”等一批技术创新成果在生产一线广泛应用。

随着创新创效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许多成果经过申报、研
制、发布后就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转化为生
产力，“发明易，推广难”成了醉心创新的“发明
家”们最头疼的问题。

从2011年起，孤岛厂开展了“技能创新成果
转化推广工作”，由厂技师分会对前一年获奖的
油田及厂级QC成果、合理化建议进行从应用范

围到安全性、成本、推广效益等多方面综合评
价，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出10项具有推广实
用价值的成果。

每个拟推广的创新成果均设立项目小组，
成员由技师分会相关专业组成员、创新成果主
要完成人、成果推广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项
目小组通过对项目工作量、实施周期、所需资
金、预计产生效益等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后，制定
出技能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计划。

由此，“液体罐车自动罐盖”等多个研究项
目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工作中。“自己苦心研制
的成果能在生产现场得以推广应用，这是每个
发明人最欣慰的事情。”陈洪维的话说出了所有
创新工作室成员的感受。

截至目前，孤岛厂创新工作室先后开展创
新活动和技术攻关400余次，创新成果获局级以
上奖励250余项，110项取得国家专利，180余项在
实际生产中投入应用，累计创效84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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