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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不断加快基础工作流程化管理、标准化操作、信息化应用步伐，并建立基于岗位的绩
效考核体系，实现价值积分管理在油气生产单位的全覆盖。作为油田季度工作会议典型单位之一，桩西采油
厂特车大队在实施价值积分管理中，把效益工资和基本工资都纳入到考核范围，让员工的日常工作得到最大
程度的价值体现，有效激发了队伍活力和创效能力。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程秀坤 栾小丽

从“要我出车”
到“我要出车”

“在所属的6个车队中，交通
运输车队和特车一队、特车二队
属于专业车队。”桩西采油厂特车
大队大队长孙勇说，作为专业化
车辆管理单位，特车大队承担着
配合全厂油水井作业施工和接送
员工上下班等生产任务。其中，特
种作业车队还要按照管理区和井
下作业大队要求随时配合施工，
车辆生产具有时间不确定、任务
随机等特点。

为进一步调动车队员工出车
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
原则，充分拉开个人收入差距，特
车大队研究决定将员工的1700元
基本工资和奖金全部纳入价值积
分管理考核。

为将原有的考核项目按照价
值积分管理进行系统分类，特大
车队针对油料和车辆耗材等数据
繁杂、不易统筹的管理项目，按照
分项独立核算机制积分、分类汇
总价值积分、集中进行考核的方
式融合汇总。其中，员工出车天数
考核，就是每月将员工出车天数
多少与工资考核相挂钩进行考
核；员工出车工时的考核，按照车
辆施工的实际结算工时累计价值
积分；员工油料和耗材的考核，按
照车辆实际消耗油料和材料的超
出或节约数额，进行积分考核，有
效确保价值积分管理考核体系的
公开、公平、合理。

在出车积分和工时积分的双
重激励下，员工们的出车工作积
极性明显提高，并且由以前的“要
我出车”转变为现在的“我要出
车”。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大队
车辆出勤率同比提高7 . 8%。

从“先干后算”
到“先算再干”

“目前，特车二队的工作量

比较不均衡，大型施工的工作量
较为集中，而日常则是一些常规
性的施工项目。如果我们的驾驶
员到前线只完成一项生产任务
就立即驾车回来，按照对油材料
的积分管理的考核办法，不但挣
不到多少积分，有时还会出现

‘零积分、负积分’的情况。”每天
的基层班会上，特车二队队长张
芳亮都会给大家算算出车成本
的“经济账”。

为提升员工降本增效的积极
性，特车大队加大对油材料等重
点管理项目的积分考核，每月根
据单车的实际消耗与计划配比确
定单车的超与节，并换算成积分
进行考核兑现。

“以前，总觉得谁出车多、
干活多，工资奖金就该拿的多。
可实施价值积分管理后，确实
要算一算这个成本账，要不然
即便每天都出车有可能就白忙
活，自己的工资奖金也会受到
影响。”特车二队驾驶员逯伟感
慨地说。

在孙勇看来，通过对车辆油
料和材料的积分量化考核，使每
个员工直观的看到个人车辆单耗
的高低与薪酬工资和效益工资的
紧密联系，这也让驾驶员千方百
计算效益账、干效益活，从爱护设
备、节约能耗、提高技能等方面不
断降低车辆消耗，形成了全员“节
约就是纯利润、省下的就是挣到
的”新观念。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该大队油材料消耗比去年同期节
约23 . 7万元。

从“被动服从”
到“主动参与”

在价值积分模拟考核的过
程中，特车大队针对生产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及时征求基层员工
意见，并研究制定积分管理的差
异性考核方案，有效破解队伍管
理中的突出问题，使基层员工从
原有对生产安排的“被动服从”
转变成现在的对生产管理的“主
动参与”。

出勤与出车价值不一样。在
以往的管理中，出车人员要配合

作业施工，艰苦程度仅次于作业
人员，夏季蚊虫叮咬、冬季寒风
刺骨，上下班没有固定时间，部
分人员借口身体有病不愿意多
出车。大队在分析讨论后，提出

“出勤与出车价值不一样”，将出
车天数补充进入价值积分管理
并放在第一位，鼓励驾驶员积极
出车。

劳动强度差异价值不一样。
水泥车、压风机等特种车辆属于
双套设备，在人员配置上需要2个
人操作，但是目前现状是多数仅
配有1人。在价值积分模拟考核过
程中，有的员工提出：“双岗单人
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该大队依据“必须将员
工劳动价值得到最大化程度体
现”的导向理念，通过集思广议进
行适当调整：当员工完成任务属
于双岗单人时，每一个有效工时
核定为1 . 2个积分，并纳入现行制
度考核。这项制度的微调，消除了
员工心中的郁结，工作积极性得
到提升。

白天与夜间出车价值不一
样。特种设备因为要随时配合管
理区和作业施工，归队时间不能
确定，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夜班任
务，长此以往造成大家十分疲
乏，对夜间任务存有抵触情绪。
对此，该大队在价值积分管理中
充分借鉴“双岗单人”提高价值
积分的做法，将“当日晚7时至次
日6时间的每一个工时定为1 . 2个
积分”，有效解决了夜班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

“以前安排夜间出车经常有
员工抱怨工时太少、工作强度太
大的情况，现在夜班反而成了‘香
饽饽’，几个员工争着抢着干，确
实为我们解决了一项生产管理的
老大难问题。”说起价值积分对生
产运行的影响，特车二队副队长
邹建波颇有感慨地说。

如今，通过实施价值积分绩
效考核，特车大队实现了对每名
员工绩效的科学评价，使员工的
岗位薪酬与工作绩效做到了有效
统一。“在当前全力战寒冬的严峻
形势下，精细管理模式已经真正
成为凝聚士气、全力保效创效的
重要举措。”孙勇说。

创新绩效考核，实施价值引领

桩西特车大队员工干劲十足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吉民)
近日，随着胜利井下修

井作业大队在贵州顺利完
成比1-1-斜2井施工任务，
标志着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成功迈入煤层气钻井工程
领域。

据了解，贵州煤层气
钻井项目是胜利工程公司
与贵州天然气能投公司合
作的能源综合开发项目。
经过前期多次考察调研，
能投公司对胜利井下作业
公司施工队伍的“三标”规
范、技术水平、规范管理给
予高度评价，这为双方达
成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施工的比1井
组，位于贵州省西部的六
盘水地区，地处深山、气候
潮湿且地理环境复杂，这
对石油装备运输、安全保
障、井场安装等工作带来
极大挑战。”胜利井下钻井
项目组组长程浩说，为确
保设备和人员安全抵达施
工现场，井下作业公司多
次派出调研小组勘察路
线，并制定周密的搬迁计
划，最终使项目在7月份全
面投入运行。

技术人员分析认为，
施工区块地表岩层为裂缝
溶洞发育，与以往施工区

块相比在钻进过程中更容
易造成大面积漏失，影响
施工进度和质量。对此，钻
井项目组研究决定采用一
开空气钻井技术，有效化
解漏失延长施工周期的问
题；针对二开钻进过程中
出现的钻井液失返、地层
复杂且稳定性差等技术难
题，项目组多次召开技术
交底会，并联系修井作业
大队工程、设备技术专家
开展“远程会诊”，对每一
项工序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全方位风险评估，并制
定出针对性强的保障预
案。同时，他们还通过合理
配置钻井液参数、优化钻
具组合、精确控制钻压、强
化过程监督等技术措施，
确保井眼通畅、井身轨迹
精准，井壁稳固，为顺利攻
克该井提供了坚实保障。

“ 这 口 井 的 顺 利 实
施，不仅为同台剩余的三
口井施工提供宝贵经验，
也进一步丰富技术人员
经验，提升公司工程服务
综合实力。”程浩认为，低
油价给油服企业带来的
生存压力众所周知，因此
唯有凭借优质高效的施
工能力加快外拓高端市
场步伐，才能实现质量效
益双提升。

胜利工程公司：

进军煤层气钻井领域

让30年老井获新生

油田压裂技术前景广阔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邵
芳 通讯员 任厚毅 张子麟 )

近日，由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
术研究院设计施工的一口长停
30年老井压裂后获得新生，此举
标志着胜利油田在低渗高凝油
储层的压裂工艺日趋成熟。

“桩古 2 6井是胜利油区桩
古 2 6探区的一口重点探井，也
是一口长停老井。”工程院压裂
所负责人称，1 9 8 5年，桩古2 6井

完钻后曾试油5个小层，但由于
低产被封闭。在对该井进行分
析时，科研人员认为井况十分
复杂、目的层非均质强，凝固点
达 4 0℃，因此就要求压裂改造
后裂缝有较高的导流能力，同
时避免液体冷伤害。针对上述
难点，科研人员应用数值模拟
技术优化裂缝形态，并开展热
污 水 配 制 压 裂 液 性 能 优 化 试
验，设计乳液压裂液安全实时

混配方案，满足压裂现场施工
需要，最终形成以高导流通道
压裂技术为基础，配套快速返
排和压裂泵抽一体化工艺的设
计方案。

目前，该井放喷已见油气
显示，技术人员正密切跟踪压
后效果。该井压裂的成功，为低
渗高凝油储层的开发提供可靠
的技术支撑，并在压裂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技术创新

让长停井再创效

连日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管理九区员工韩卫
东，每天上班后都要到大35-15-x12井查看运行情况。原
来 ,今年8月中旬，采油厂对这口长停井实施抑砂剂试挤
等配套工艺技术措施后，日产油量从零点几吨提高到10
吨。“该技术的应用，对这个区块700多万吨储量的开发有
着重要意义。”河口采油厂厂长黄高健说，在长期应对低
油价大考中，河口厂积极转变观念，彻底丢掉幻想，把创
新创效放在重中之重，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低成本开发。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河口采油厂先后在埕东、陈庄等油
田应用抑砂剂试挤技术，增油5万多吨，投入产出比达到
了1:4，同时产生了一批高产井。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李永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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