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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电力管理总公司马广俊：

聚众人之智，奏响创新交响乐
如果把一条条高压线比作天地间的五线谱，胜利油田电力管理总公司东区供电公司线路管理队(以下简称东区线路队)的职工就是五线谱上一个个跃动

的音符：或浑厚，或质朴，或张扬，或内敛……却合奏出“创新”的动人乐章，而总公司首席技师长马广俊就是创新乐乐章的总指挥。
扎根一线的21年来，马广俊以困扰电力生产的难题为创新源头，以“创新工作室”为创新阵地集聚众人之智，带领着团队走出了一条条推进高效工作的创新

路，如今50余人的线路队拥有72项国家实用发明专利，成为了“人人有专利、个个能创新、项项见效益”的“传奇基层队”。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金萍 闫向德

抄表时有了“千里眼”
一举拿下200多万订单

在马广俊看来，人与从事
的行业冥冥中自有缘分，那儿
时3台被他拆的乱七八槽，后几
经周折组装起的录音机似乎已
预示着自己与电力的渊源。1995
年，电力技校毕业后，他成为了
油田电力的一名变电站运行
工。

与许多技能大师专注于同
一岗位的成长经历不同，在刚
工作的10年间，马广俊几乎接
触了电力所有一线岗位：从变
电运行到抄表监察再到电力施
工，多岗位的经历让马广俊认
清了一线工作现状，成为他改
革创新的源头，也让他拥有了
厚积薄发的能力。

2000年，马广俊转岗到了电
力的一个三产单位，开始面向
市场开发电力产品。电力市场
竞争激烈，“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是产品取胜的关键。此时一
线工作经历给了马广俊启发：
东区供电公司管理着百余条
线路，一条线路平均长达10余
公里，许多线路横跨河流与湖
泊，绕路抄表给工作带来了诸
多不便。“雨天一身水，夏天一
身汗”成为了抄表监察工的真
实写照。

“能不能以远程传输代替
人工抄表？”由此，马广俊想到
了不受距离与天气影响的网络

系统，他与通讯公司多次协商
终于引进了东营首个GPRS网
络技术 ,并与网络公司开始编
写、测试程序。

历经1年多的研发，2005年，
首批远程抄表系统开始投入市
场，立即引发一片震惊，马广俊
的女儿也在同一年出生了。就
在双喜临门时，事情却发生了
逆转，首批远程抄表系统在使
用中不断出现问题，马广俊的
妻子在孩子出生10天后出现了
大腿血栓，因病情危重不得不
转至济南住院。马广俊只能一
边奔赴现场处理问题，一边不
断往返于济南照顾病重的妻
子。“两边总无法兼顾，只有周
六、周天短暂的时间能陪陪妻
子。”多年后提及此事，马广俊
仍满心惭愧。

远程抄表系统在经历了新
事物发展的一波三折后逐步成
熟。2006年，集远程抄表、实时监
控、防窃电为一体的远程抄表
系统销往了多个采油厂和社会
用户，一举拿下了200多万的订
单，创下当年销售奇迹。

“电力侦探”有了帮手
配电系统故障无处躲

如果说一线困难是创新的
源头，那么不懈汲取新知则成
为马广俊创新的源源活水。2010
年，马广俊先后取得了计算机
自考专科和电气自动化自考本
科学历。“新知识为创新开辟了
另一条道路。”马广俊说。

2008年,马广俊调岗成了东
区线路队一名送配电线路工。
线路工犹如“电力侦探”,通过实

践经验与技术水平,排查线路故
障、及时进行抢修。然而“电力
侦探”在故障排查中也会遇到
尬尴 ,由于线路分支多、配电设
备多,而电器设备内部的隐蔽故
障又无法肉眼辨别,很多时候人
工巡查费时费力却不能精准定
位故障点。“一定要想想办法。”
马广俊又陷入沉思。

由电缆测试仪运行原理，
马广俊有了通过注入信号进而
锁定故障的想法。

在同事的辅助下，“配电系
统故障查找定位仪”很快设计
完成进入试验阶段。参与革新
的同事李明坦言，试验期间越
是刮风下雨，他们越扛着重达
40多斤的设备跑事故现场，但
多数成功的喜悦弥补了研发的
艰辛。

眼看着成功越来越近，此
时的一盆却“凉水”浇冷了众人
心。原来，在接地故障中，80%为
低阻接地，20%为高阻接地，但
在高阻故障查找中，新仪器竟
然失灵了。一段时间内，马广俊
脑海中全是革新难题，吃过饭
就钻进屋内思考，周六周日就
待在办公室研究，直到摸索出
合适的电流注入方式。经过3
年的反复失败与试验，“配电
系统故障查找定位仪”逐步成
熟，成为了线路队工作的“好
帮手”。“我们排查故障至深夜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李明
高兴地说。

2015年11月，东区供电公司
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德州的陌
生电话。原来德州陵城区一条
35千伏线路发生跳闸故障，当
地工作人员两天多次巡线仍没
找到故障点。对方多方打听，半

信半疑地求助东区线路队。第
二天，马广俊一行三人带着设
备赶赴德州，并用半个多小时
找到了肉眼无法识别的故障。

“太神奇了，再找不到故障，我
们就得逐个登杆排查了。”对方
的技术人员激动地说。

人人有专利
个个能创新

“马广俊效应”凸显

走进“马广俊创新工作
室”，3米多高的展览柜上满满
排列着70余项国家专利证书，
这些荣誉证书均出自50余人的
东区线路队队员，如今每名队
员成为了创新理念的践行者，
创新成果也成为高效工作的助
力器。

2016年年初，在每月一次的
创新“金点子”收集会上，东区
用电管理队陈华提出女职工在
操作箱变与楼头柜内开关时，
因操作把手短十分费劲。马广
俊等人由此为契机，制作了“便
携式低压断路器防弧操作手
柄”，如今仅用原三分之一的力
气就可轻松操作开关，目前该
设备已在油田推广，得到了女
职工的一致青睐。

别看如今的创新工作室集
聚了各路人才，2009年成立之初
它也曾备受质疑。同事代永胜
坦言，起初他就怀疑过创新对
工作起到的作用。同事李明坦
言，自己最初加入创新工作室
是因为马广俊为人谦和，遇事
愿意求助于他。

然而就在一次次探讨与研
究中，职工智慧的水滴汇聚成

了江河，推动了系列创新成果
的研发，这些成果不仅改变了
艰苦的工作现状，为职工提供
了便捷“通道”，更让“创新源
于一线、就在工作身边”的想
法深入人心。于是越来越多的
职工主动参与到创新工作室
中，“马广俊效应”在基层发酵
升级，成为了电力管理总公司
的创新基地。

如今，创新成果遍地开花：
“变电站高空作业安全带悬挂
装置”为员工高空作业加上了
第二道“防护锁”；“智能多功能
驱鸟器”杜绝了因鸟窝造成的
鸟害故障；“隔离开关式熔断
器”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线
路维修时间……

这无数成绩背后，则是马
广俊常年如一日的付出。妻子
坦言女儿小时最多的问题就是

“爸爸去哪了”。每次她都拍拍
女儿的头“爸爸加班去了”。后
来而父亲执着创新的场景被女
儿记在了心中，如今马广俊成
为女儿作文中的“英雄”。

“每次只要一有项目，他就
像着了魔，连周六周天都时常
往单位跑。”妻子坦言自己也曾
埋怨、不理解丈夫，但看着丈夫
多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学习，又
满心的钦佩。“工作中帮不了
他，就照顾好我们的家吧。”妻
子说，如今的马广俊已是全家
的精神支柱。

近日，职工反映变电站中
置柜开关平台重心过高，曾发
生倾斜造成高压断路器损坏。
于是马广俊和运行三队的职工
邵志宏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设备
改进：确定改造方案、现场反复
试验……

每当遇到生产难题，马广俊就一头扎进创新工作室开展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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