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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

从个人向团队延伸

在电力管理总公司内有这
样一支队伍，创新成果成为推
动线路高效高质管理的法宝利
器。当河流阻碍了抄表监察工
记录电表的路程，职工利用
GPRS网络系统，研发出远程抄
表系统克服了工作难题；当肉
眼不易察觉的隐蔽性故障给送
配电线路工带来查找难题，职
工设计出配电线路故障定位
仪，让电力“侦探”拥有“火眼金
睛”……这就是由50余人组成的
东区供电公司线路管理队，如
今拥有72项国家实用发明专利，
成就了“人人有专利、个个能创
新、项项见效益”的传奇。

说起东区供电公司线路
管理队就不得不说到“马广俊
创新工作室”，2009年电力管理
总公司以在技术革新方面卓
有成绩的职工马广俊的名字
成立了该创新工作室，此后6
年间工作室集众人之智，凝聚
推动创新的合力，让创新意识
在基层扎根。

而马广俊创新工作室仅是
总公司13个创新工作室的代表。

2009年，“工人有技术才有力量”
成为时代最强音，创新已成为
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电力
管理总公司就有一批专业技术
过硬、执着于创新的职工，电力
管理总公司由此在各三级单位
组建创新协会，并以创新成果
显著的职工名字命名了13个创
新工作室，创新工作室把解决
制约电网安全运行的瓶颈问
题、影响安全效率的问题、精细
化管理问题作为主攻方向，让
工具更称手，工艺更科学，流程
更高效。

伴随着13个创新工作室成
立，一套相关的“进级、进职”激
励制度不断完善。“总公司为职
工搭建起一条通过勤奋学习、
创新创效，实现职业梦想之
路”。电力管理总公司工会副主
席高全军介绍，总公司还设置
了“金牌工人1+1”、“五小成果”
评选等多个奖项，其中“光明技
术创新奖”则为公司设立的最
高创新奖项。

在电力管理总公司的推动
下，“人人都有创新意识，人人
都有创新责任，人人都是创新
主体”局面逐渐形成：2009年以
来，总公司自主研发技术创新
成果738项，616项成果在实践中
应用，助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

“范永涛创新工作室”被授予山
东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油田示
范创新工作室等荣誉称号.

创新形式由单兵作战

到集合攻关

在8月18日“光明技术创新
奖”创新成果展示中，集多项功
能于一体的电力联创绝缘操作
工具引来与会者驻足。

原来，针对各区线路管理
队在巡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范永涛创新工作室、李春义创
新工作室、马广俊创新工作室、
谢泳创新工作室各展所长、相
继改进了诸多线路工具。在总
公司的创新工作季度例会上，
公司专家委员会有了集合多工
具于一体的想法，经管理人员
调动、技术人员设计、操作人员
改进，优化集合后的新成果不
仅普遍适用于各类巡线情况，
同时避免了重复性研究，提升
了创新层次。

而创新成果的优化集合则
是电力管理总公司《“三支人才
队伍+”创新创效管理办法》的
首次应用。当创新理念开始深
入人心，当创新成果遍地开花，
电力管理总公司开始设法提高
创新质量与创新成果的实用
性，试图从问题源头、设计思
路、成果改进等全方位提升创
新质量，避免重复研究等情况。

“三支人才队伍+创新创效办
法”应运而生。

“三支人才队伍”即：经营

管理、专业技术、操作技能三支
队伍。“经验管理人员发挥统筹
调动作用，技术人员和技能人
才更好地将技能、经验相结合，
按照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实现
团队创新，达到“1+1+1>3”的效
果。”高全军介绍。

第三届“光明技术创新奖”
现场，电力管理总公司相关领
导正式宣读了《电力管理总公
司“三支人才队伍+”创新创效
管理办法》及绩效考核办法，推
动了创新形式由单兵式、单工
种作战为团队式、多专业攻关，
从而促进创新成果集成优化。

“广大员工是创新发展的
主体，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创新
举措、提升管理，让一切有利于
创新的活力源泉充分涌流，让
一切有利于创新的人才潜能充
分展现，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
资源要素充分迸发。”电力管理
总公司党委书记张鹏程说。

推动智力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

当职工刘明明在工作中发
现原有的线圈保护器电容容易
被击穿，于是发明了线圈保护
器；当职工胡金海察觉拉杆容
易受潮，需要增加爬距，于是发
明了断路器绝缘拉杆……职工
智慧的结晶便捷了工作、提高
了效率，于是7项技术革新成果

经基层推荐、专家优选、部门评
议、基层试用、改进定型、授权
生产6步转化工作程序，今年以
来开始在总公司范围内推广，
并受到职工欢迎。

为了加大对职工创新成果
的转化，电力管理总公司不断
完善6步转化工作程序，让贴近
工作实际、职工所需的创新成
果得以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总
公司连续3年拿出近26万元作为
职工创新工作室的专项经费，
推进创新工作开展。

“将智力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也是一种尊重劳动价
值的体现。今后我们要总结经
验，出台优秀创新成果转化推
广办法，进一步明确机关各职
能部门的职责，提升成果转化
率。同时，还要发挥改制企业资
源优势，建立成果转化基地，推
动优秀成果在生产经营实践中
应用。”电力管理总公司经理刘
军说。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生产
劳保部部长杨洪涛坦言，近年
来，电力管理总公司不但有效提
升电网安全运行，还涌现出许多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和运行的创
新成果，可以说电力工会的群众
生产工作为油田各单位树立了
学习榜样。目前，建设一支高技
能人才队伍是油田当前形势的
需要，更是将来发展的需要。

胜利钻井院：

锻造海上油气田高效开发利器

8月21日晚10时，由中石化胜利油建公司承建的浙江绍兴—杭州(萧山)成品油管道工程第二标段投油试运一次成功，并顺利投入生产。据了解，该管道工程系杭州G20峰会能
源保障工程和2016年浙江省重点工程、中国石化“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第二标段位于杭州境内，主要保障杭州萧山机场航空煤油和杭杭州地区的成品油供应。“第二标段全长
47 . 4千米，主要沿钱塘江南岸河流敷设，因此给项目施工带来很大挑战。”项目负责人常委称，自去年11月底开工建设以来，胜利油建组织专家组赴施工现场，针对穿越地质特点
和穿越长度优化施工方案，率先完成承包段施工任务，并以无损检测合格率第一名的成绩向业主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本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月 摄影报道

8月18日，胜利油田电力管理总公司第三届“光明技术创新奖”颁奖暨全员创新创效推进会召开，会议指出在油价持续低迷的的形势下，全员创新创效已经成为总公司转型发
展、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会议对近年来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同时展示了7项今年推广的创新成果，并颁布了《“三支人才队伍+”创新创效管理办法》，这
意味着电力管理总公司的创新模式正由注重成果研发向注重生产力转换、由单工种作战到多专业攻关的优化集合转变。。

油田电力创新模式由“单兵作战”向“集团军”转变

制度引擎让成果转化驶入快车道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杨锦舟 梁子波) 近日，由胜利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钻井院申报的“大直径随钻测井系
统装备研制与示范作业”项目，获得首批国
家“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支持。

据了解，随钻测井技术是海上油气田勘
探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技术通过具有地
层边界探测和成像以及高速数据传输等随
钻仪器，在精确地层评价的同时，实现油藏
导航目标钻井，从而有效提高采收率。目前，
由于国内海上油气田随钻测井市场几乎完
全依赖国外仪器和技术服务，因此严重制约
我国海上油气田勘探开发，也限制国内相关
技术的发展。

为打破国外公司技术垄断，胜利钻井院

开展“大直径随钻测井系统装备研制与示范
作业”项目研发工作。项目组从高速泥浆脉
冲传输系统研制、随钻方位电阻率地层边界
探测系统研制、随钻多扇区方位伽马测井系
统研制、随钻补偿中子及方位密度测井系统
研制等方面开展研究，重点攻关随钻地层边
界深探测、高分辨率成像以及高精度地层评
价技术。

此外，项目组还将研制适应8 . 5英寸至
12 . 25英寸井眼的随钻测井系统样机，主要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配套开发地面
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并完成陆上
测试以及海上作业验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深海油气勘探作业的核心技术，为我
国深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重重点点成成品品油油管管道道顺顺利利投投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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