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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效效注注水水优优化化开开发发效效果果

区块偏远分散、驻井点多，一直是胜利油田东胜公司高青采油管理区多年来管理
上的最大难点。今年以来，为充分激发一线岗位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
基层员工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去做，高青采油管理区探索实施一条适合自身发展
的基层妙法实招，并在实际工作中见到效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于佳

让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每天下班前，高青采油管理
区樊107注采管理站宋文鹏都有一
项重要工作，就是把站上员工一
天的工作情况逐一记录下来。

“以前，一个活儿常常是有人
干、有人看，因为干多和干少差不
多，干好和干坏一个样，员工工作
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在高青采
油管理区党委书记柳兴邦看来，
要想激发大家的主动能动性，最
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员工工作看得
见摸得着。

对此，这个管理区把工作考
核权下放到班站，根据油水井总
数、员工倒班等综合情况，重组队
伍结构和业务流程，给各班站定
员工数、定工作量、定绩效薪酬
额，每个员工从效益工资中拿出
1000元作为浮动工资进行二次分
配，而二次分配的考核权交到班
站长手里。班长通过岗位写实对
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任务进行量
化，把每一项工作都设定分数，每
项工作的具体分值都由班组内部
讨论决定。员工每完成一项工作
就被赋予一定分值，由班长每日
一评分，每月再对月度考核情况
进行公示。

权利下沉赋予班站长绩效工
作考核权，打破“一竿子”到底的
管理模式，既赋予班站长一定责
任，也让员工感受到压力，告别过
去那些让班站长“左右为难”的现

象，使班站工作运行更加顺畅。
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员工

的主动性在分值考核中被激发出
来。从过去大部分工作要自己干，
到现在事事有人干，樊107注采站
站长宋文鹏看出员工积极性明显
提高，“像换盘根这样的工作，以
前很难安排下去，现在反而成了
抢手活。”

让员工站在一条起跑线

翟立新是高青采油管理区樊
107注采站年龄最大的员工。价值
积分管理推行之后，年逾50岁的翟
师傅感觉有点儿力不从心：“力气
没有年轻人大，头脑也不如年轻
人灵光，腿脚也慢了，怎么能拿到
高分、赚到工资呢？”

在翟立新为自己的工作担忧
时，高青采油管理区早已为老员
工、孕育期女工等特殊员工群体
想好了“对策”，那就是探索实施

“积缘分”和“积名分”的办法。原
来，除了标准积分，高青管理区还
非常注重责任、忠诚、友善、奉献、
荣誉等内在的、不易量化的行为
积分和精神积分。

他们一方面鼓励员工发挥各
自优势，取长补短、各司其职、各
赚其分。年轻人身强力壮就多干
重活、难活，老师傅和女工身体柔
弱就多做基础工作，相互补充，合
作互助；另一方面则鼓励员工争
先创优，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不断提升工作能力，积极参加技
能比武、岗位练兵等活动，为个人
和单位多争得荣誉，让每一名员
工站在同一起跑线，发挥各自所

长为单位创效益做贡献。
如今在高青管理区，好人好

事多了，闹矛盾的少了；榜样先进
多了，反面典型少了；学本领练技
能的多了，不思进取的少了，员工
在个人素质与技术能力方面得到
全面提升。

工作动力转化为效益

据了解，“微积分”激活了管
理区各班站的每一个“细胞”，也
帮助员工在工作中凝聚共识，在
岗位上自觉行动起来。

柳兴邦说，面对低渗油藏开
发过程中遇到的生产难题，按照

“提高三率、注好三水、管好递减、
提质增效”的思路，责任到人、考
核到人，不断改善注采效果；同
时，高青管理区还提出“降递减降
成本降折耗增利润”的思路，通过
产能建设、注采调整、降低成本等
配套措施，克服低油价带来的不
利因素，增强经济可采储量和管
理区发展后劲。

面对油价持续低迷的严峻生
产经营形势，高青管理区更是牢
固树立“油价不可控成本可控”的
理念，建立健全成本管控网络，从
管理者到员工逐个层级、逐个岗
位、逐个节点落实降本措施。他们
运用“三线四区”经济运行模型，
计算出产油量、自然递减、开井数
和开井时间等参数之间的最优匹
配，还通过优化油井间开制度、为
大容量变压器减容、争取优惠电
价等措施减少用电量，预计全年
节约电费90余万元，吨油操作成本
降低约4%。

东胜高青采油管理区推行岗位绩效考核

“微积分”激发班站提质增效活力

勘探院实施重点项目

为地热资源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代俭科
杨永红) 近日，胜利油

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承担
的《济阳坳陷及邻区地热
资源评价与选区》顺利通
过中石化专家组验收。据
了解，该项目取得的系列
成果，为济阳坳陷地热资
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
支撑。

据了解，早在胜利油
田勘探开发初期就发现中
低温热水，此举表明胜利
油田除丰富的油气资源
外，还蕴藏着丰富的地热
资源。上世纪80年代，科研
人员钻探的4口地热井不
仅达到预期目的还为地热
开发积累宝贵资料。自
1999年开始，科研人员又
先后完成广饶凸起等东营
凹陷内地热田的地热资源
评价，2002年完成的《东营
市城区地热资源评价及开
发利用》项目，进一步对东
营中央隆起区的地热资源
量进行了计算。

2013年，《济阳坳陷
及邻区地热资源评价与
选区》课题立项以来，科
研人员通过调研和前沿
科技学习，不仅建立了陆
相断陷湖盆评价方法体
系，完成全区地热资源的
统一评价，还在地热资源
评价的基础上首次提出

了“三元耦合”地热资源
品质分类评价方法，明确
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有利
区；同时，项目还针对地热
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利用，
首次建立地热采灌井网设
计方法，有效支撑胜利油
区地热供暖采灌工程项目
的实施。

专家组一致认为，项
目研究成果对济阳坳陷乃
至中国东部陆相断陷盆地
地热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开
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勘探开发研究院相关
人士表示，《济阳坳陷及邻
区地热资源评价与选区》
项目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
胜利油田地热生产当中，
并指导地热工程项目采灌
井网部署。截至目前，油田
已完成华瑞深层地热供暖
代油、海洋采油厂厂区基
地代油供暖、临盘社区宏
祥小区地热项目利用等3
个深层地热利用项目，以
及鲁胜公司污水余热利用
等12个污水余热利用项
目，实现新增和替代供暖
面积86 . 8万平方米，年替
代原油2850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9 . 55万吨，年均
收益达4700多万元，科技
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显著。

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六户采油管理区机关人员来到牛20-斜111井，与班站人员共同落实井口压力数据并掌握现场第一手资料，为牛20单元整体开发提效奠定基础。
据了解，今年以来，现河厂地质和工艺技术人员紧密结合，对牛20区块方案治理井逐井分析、逐层梳理，从井网井距适应性、平面层间动用不均衡、水井欠注等方面详细论证。针
对转注井，配套先期防膨工艺，做好洗油、防膨、改变相渗预处理工作，形成有效驱替前缘；针对欠注井，根据其所处处油藏位置、储层特点、欠注类型以及前期酸化效果，优化酸液
配方和用量，差异化配套酸化、酸洗增注工艺，有效增加注水能力。目前，牛20单元通过现场实施注水井治理方案8口，注水能力由20立方/天提高到193立方/天，累计增加有效注
水2 . 1万立方，增油4500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朱克民 马俊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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