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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清洁成本高、不环保

生活妙招解决工作不便
物资供应处物资检验所是胜利油田入库物资质量的归口检验部门，年平

均抽检油套管约4万支，精准的检验对油田安全生产至关重要。每次检验前，工
作人员都需要对油套管两端的螺纹油渍进行清洁，进而对螺纹外观和单项参
数准确的检验、测量，以保证油套管质量合格，防止安全隐患的发生。但国家和
行业对清洁方式没有明确要求。

以前工作人员用棉纱浸沾汽柴油，对螺纹进行清洁，但汽柴油挥发会对员
工身体造成一定伤害，滴在地面上的汽柴油对环境也造成污染，而且汽柴油成
本过高，还需要使用大量棉纱。

如何在保证清洁的同时，避免传统清洁方式的弊端呢？物资供应处物资检
验所开始寻找破解方法。后来该所金属材料检验室工作人员在洗手时发现，沾
满油渍的双手通过锯末擦拭后清洁效果非常好，那么为何不用锯末代替汽柴
油清洁套管呢？工作人员抓了一把锯末，配合用棉纱在螺纹上擦拭了一圈，没
成想清洁十分干净。

“锯末代油”清洁油套管工作方法不仅提高了质检工作水平，而且达到了
安全环保、降本增效的目的，同时也符合对螺纹的清洁要求。近年来，受油田精
细管理的影响，物资供应处也逐渐完善形成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流程。清
洁前，将锯末分装成能够清洁20支油套管用量的小包，便于现场使用。清洁螺纹
时，左手扶油套管，右手滚动擦拭，规定一个螺纹用锯末20克左右，使用棉纱配
合清洁，并在下方用容器盛接散落的锯末。清洁后，收集散落在容器中的锯末，
重复循环使用。规范的“锯末代油”清洁油套管工作方法开始在物资质检所推
广开来。

新型清洁方法得到推广

获得认领单位一致好评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应用，“锯末代油”清洁油套管工作方法取得了较为理

想的效果。锯末相比汽油，不伤害人的身体，不污染环境，低碳绿色环保。使用
汽柴油时，一年大约使用油料 4 吨，加上棉纱年花费约 4 万元。采用锯末替代
后，一年花费仅 300 元，年节约成本近 4 万元。

“以前，清洁完螺纹后还需要用棉纱擦拭遗留在地面的污迹，平均清洁每
个螺纹需要 3 分钟，现在用时不到 1 分钟。”据了解，2015 年 9 月 18 日，物资供
应处组织推广“锯末代油”清洁油套管工作法，认领此妙法实招的天然气销售
公司计量维修中心、井下作业公司工程技术服务大队油管厂、热电联供中心胜
中热力大队热力六队、河口采油厂物资(配送)管理中心仓库队等 4 家基层单位
代表来物资检验所金属材料检验室现场沟通交流学习，促进了妙招的推广。

“我们的工作和金属材料检验室的工作有些类似。在认领了‘锯末代油’清
洁油套管工作方法后，新清洁方法受到员工的欢迎，更为我们节约了不少成
本。”河口采油厂物资(配送)管理中心仓库队副指导员翟少民说。

在对中国石化所属油气田油套管监督抽查时，金属材料检验室发现兄弟
油田清洗螺纹也是使用汽柴油，及时将这一做法推广到河南油田等多家企业，
赢得了广泛好评。“现在我们清洁油套管一律改用锯末，不仅工作效率提高了，
成本也跟着降了下来。”河南油田物资供销处南阳总库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安全环保、降本增效
“锯末代油”清洁油套管走红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刚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苏秋涵) 近日，
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机械化修井作业吊卡转运的装置及
方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该发明作为机械化修井作
业的核心装置已经过现场100多口井的考验，目前运转情况良好。

据了解，为确保油、水井能正常生产，采取维护和保养的修井措
施，是油田稳产增产的重要手段。多年来一直采用传统的人工作业，
尤其是井口吊卡的转运主要靠作业工人搬运，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
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工程院采机所科研人员创新的提出一种新设计，即采用两
组吊卡轮流转运，通过一定的机械装置，配合机械化作业自动进行吊
卡作业。该设计是实现机械化起下管柱的核心配套装置，它具有吊卡
自动转运功能，可以实现井口无操作人员的机械化起下管柱作业，既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又免除了安全隐患。

胜利工程院：

一项装置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洁油套

管两端的螺纹
是物资供应处
油套管工作的
第一步，也是
油套管下井前
的一道必要工
序。然而传统
的汽柴油清洁
办法，不仅成
本过高，同时
也 不 安 全 环
保。对此，物资
供应处物资检
验所受锯末洗
手清洁效果好
的启发，开始
用“锯末代油”
清洁油套管，
不仅取得了良
好 的 清 洁 效
果、提高安全
环保水平，同
时实现年降低
成本近4万元。

今年以来，海洋采油厂
海一区面对作业井质量要
求高、挖潜难度大的实际，
合理编排作业计划，提前筹
划作业平台拖航、移就位工
作，不断加快作业施工进
度。同时，工程技术人员和
作业监督，深入施工现场，
细化作业全过程管理，优化
施工工艺与工序，保证施工
一次成功率，杜绝无功作
业，提高措施效益。截至目
前，该区已完成油水井措施
作业7口，累积增油931 . 6

吨，成功率100%。 本报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张海
光 摄影报道

精细作业管理
提高措施效益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王迪) 日前，胜
利油田滨南采油管理七区每名员工都收到了一份《权责手册》。据了
解，在这个耗时66天编制，共计16011字的手册中，管理区308名员工的
名字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名字的后面有他们所负责的主要工作、协助
工作和负责的指标。人人明确肩上责任，项项工作都找到具体责任
人，工作效率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油田公司体制改革初期，采油管理七区综合管理室主任唐志伟
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由于责任人不明确，他有事总是先给注采站的
站长联系，“有时一件简单的事情，打好几个电话也找不到责任人。”
唐志伟说。注采四站站长刘海超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改革之初，站
上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找他，让他没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管理。还有个别
员工思想消极、工作应付，管理水平难以提高。

管理七区联合 10 个部门，组织“三室一中心”负责人和注采站站
长、员工代表一起开了 13 场研讨会，规范运行，明确责任，使得人人
有责任，岗岗有指标。

以注采四站岗位清单为例，副站长吴志京的主要工作包括生产
管理、经营管理和用电管理。另一名副站长兼安全责任监督李军凯的
主要工作包括安全环保、技术监督、资产设备和综合治理。每个人职
责、岗位分工清晰，责任主体明确，所有的具体工作都能找到相应的
负责人。对于所负责的工作，在权责清单中明确列出了运行指标。

员工拿到手册后，对自己的岗位分工，别人的职责范围都一清二
楚。“如今每个人该干什么，负责什么指标，都清清楚楚”，刘海超说，

“责任明确了，员工工作也更加积极了。”

滨南厂采油七区健全机制明确岗位职责

308名职工有了《权责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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