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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胜利油田持续以“四化”为核心改造提升管理区，变革经营决策、生产管理、组织运行模式，
全力激发油公司体制机制下的创效活力。“作为油田较早按‘四化’模式运行的管理区，济北采油管理区在
历经12年的探索后，已经实现站点无人值守。”鲁明公司副总工程师、济北采油管理区经理王凤春表示，近
年来，济北管理区坚持聚焦质量效益，以“个性”化油井档案、严细实的绩效考核等措施为支撑，全力提升
保效创效水平。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信息化唱“主角”
实现站点无人值守

3月6日，视频综治监控岗员
工赵晓玲在济北生产指挥中心，
仅用2个多小时就对380余口油井
巡检一遍。一天时间，像这样的巡
检至少可以完成五六遍。

“原来的小班巡查10多口井，
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现在同样
的时间一个人就能巡查380多口
井，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赵晓
玲说，济北采油管理区500多口油
水井跨越济阳等三个县区的几十
个村庄，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严
重制约了优质高效发展。

其实，早在信息化建设初期，
先进的技术曾一度被济北管理区
作为生产辅助工具，日常只能查
看干线压力、水套炉温度、抽油机
是否运转等简单操作。随着油田
加快实施以“四化”建设为支撑的
油公司体制机制改革，信息化真
正成为油田生产运行的“主角”。

“其实无人值守的安全性更
高，它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
济北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李德海
点开较偏远的单井夏24-3后，就
能清晰地看到红色警戒线，一旦
有人闯入就会报警，“传统的生产
方式，既容易被不法分子掌握巡
井规律，还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全解决了。”

信息化提升彻底变革了生产
管理和组织运行方式，也为经营
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站点无人值守后，对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出更高的要
求。”济北采油管理区党委书记王
兴华说，为适应新形势，该管理区
采取“定人定岗定井”的方法合理
配备一线员工，确保油井运行高
质高效。此外，对于定岗后显现出

来的富余人员，管理区已和相关
单位探索实施劳务输出等模式，
全力提升员工创造价值的能力。

建立“个性化”台账
让油井管理更精细

3月1日上午，技术员孔磊在
接到为曲9-斜5井出方案的任务
后，只需要进入“管理区数字指挥
系统”平台输入井号，涵盖投产时
间、地层特点、生产特性、最近三
次作业情况等内容的油井“个性
化”台账一目了然，这为科学制定
方案提供坚实保障。

据了解，孔磊所在的济北采
油管理区主要负责曲堤油田的勘
探开发工作，地质构造复杂，区域
内发育各级断层接近200条，油区
被分割成74个含油断块。有人曾
用“摔碎的盘子，又被人踩了一
脚”来形容曲堤油田的地层特点。

长期以来，查询时间长、资源
较分散、人工录入可能造成误差，
是济北管理区经验丰富的老技术
员康喜娇对查井史的直观感受。
过去，井史全是靠手工记录，往往
一口井的井史就是厚厚的一大
摞，想要精准找出某一项数据费
时费力。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应用，这
些复杂的生产状况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技术人员通过将几百
口油水井的海量数据进行归档重
组，为每口油井建立“个性”台账，
让油井的生产踏上了“高速路”。

如今，只要技术人员进入数
据库点击某口生产井，相关联数
据就会立即出现，输入关键词还
能精准查找到具体的数据，这其
中就包括井史、地层、油性特点、
目前生产情况、用过什么措施等

济北采油管理区石油地质主
任师程树红认为，建立健全油井

“个性”台账，让每口井的生产运
行透明化，为提升单井创效能力
提供科学依据。

完善闭环考核机制

激励员工主动作为

2月28日，在注采二站的宣传
栏里，刚刚贴出来的价值积分明
细表吸引了刚刚开完晨会的员
工，他们纷纷对照自己的工作明
细为自己打分。

“在实施价值积分管理初期，
不少员工感觉到不适应，比如说
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却得到不一
样的积分。”王凤春说，去年以来，
济北管理区不断完善价值积分管
理，让“工分”实现透明化管理。他
们推行的“工作落实卡”，不仅要
求班组长每天将员工的工作量填
入卡中并确认签字、由专人核算
管理，还通过公示栏、拍照片等方
式，让每一项工作都有迹可循。

如今，维修站每名员工每天
的工作量必须在微信群里上传照
片，工作前上传、工作完成后也要
上传。这样的举措，无形中就让员
工主动对照先进提技能。

“考核导向就是要求员工不
仅要干完工作，还必须干好。”员
工刘敏说，过去一项工作干完就
没有过度关注质量效率效益的问
题，但是这些干之前就必须要考
量质量等指标是否达标。

在刚刚公示的2月份绩效考
核表中，同为电工的赵兴忠积分
比柴田少157分。他说，“虽然都干
着一样的活，但是柴田在技术革
新上有成果，为体现多劳多得大
家也都认同。”

两年来，济北采油管理区以
深化油公司体制机制改革为核
心，以打造更加适合“四化”运
行的管理体系为目标，推进专业
化管理，构建起机关“三室一中
心”和基层注采站、维修站等7
个专业化班组为架构的新型管
理模式。此外，通过优化岗位设
置、推进管理流程再造、价值积
分管理等措施，打造更高效的新
型管理区。

鲁明济北管理区创新管理模式

信息化建设精“护理”创效益

本报3月7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宗

凯 ) 停产井埕19-4在实
施检泵措施后，已经恢复
生产2个多月，日产油量
一直稳定在7吨左右。而
就在去年，因为油价低、
高含水，这口井曾一度被
关停。近日，同样因无效
被关停的大8-12-斜9井，
在实施压裂措施复产后
日油达到10吨。

单井停产的原因有
很多，但是开井的条件只
有 一 个 ，那 就 是 要 有 效
益。今年以来，胜利油田
河口采油厂已有4 9口停
产单井陆续复工，日增油
达到50多吨。

资料显示，河口采油
厂去年先后有240口井被
暂时关停。对于这些单井
并不是一关了之，而是通
过制作涵盖井号、投产时
间、停产时间、停产前情
况、累计采油、停产原因、
下步措施、平衡油价等22
项具体内容为主的《停产
单井统计表》，确保每一口
停产单井的资料清晰在
案，为关停井什么时候开、
开多久提供科学依据。

在打造提质增效再
升级进程中，从资料里挖
潜力成为河口采油厂地
质技术人员的一项重要
措施。据了解，今年以来，
他们通过“日跟踪、月分

析”制度，跟踪油价和停
产单井的动态，加强停产
原因的分析和下步措施
的论证，让一批有潜力的
停产单井再创效。

前不久，通过转变开
发理念、开发技术等措施，
地质技术人员让停产4年
之久的义177井复产，目前
日油稳定在13吨。埕42-
平6井因没有效益，于去年
3月被关停，今年2月初经
过系统分析论证，在采取
筛管射孔、氮气气举排砂、
高密实充填防砂等组合措
施后日产油达4吨。

停产井的复产，关键
是算好效益帐。在河口采
油厂这张表单上，可以清
楚的看到每口油井背后
都有技术人员测算的运
行成本效益平衡油价、操
作成本效益平衡油价和
完全成本效益平衡油价。
换句话说，《停产单井统
计表》为每一口停产单井
划了一条效益红线，科学
阐述当前油价下什么时
候可以复工。

目前，被关停的26口
稠油井中，陈371-平7井
和陈373-平7井都已达到
复工标准并转周恢复，日
产油量均由关停前的不足
1吨提高至6吨。陈373-平
38、陈19-斜55井等5口停
产井也已被列入复工计划
表，正有序组织实施。

河口采油厂：

效益表单让停产井再创效

3月6日，由中石化胜利海洋钻井公司胜利七号平台承钻的胜利海上探井——— 埕北375井钻井施工和完
井施工均已完成，完钻井深2167 . 6米，井身质量优秀。据了解，本次施工过程中，胜利七号平台强化服务意
识，严格按照甲方施工设计优选钻头，优化钻井参数和钻具结构，及时调整钻井液性能，最大程度实现优质
高效。此外，他们还通过推行现场标准化操作，不断加强与测井、地质等外协队伍的统筹配合，有效提高电
测等一次成功率，缩短施工周期，全力为胜利海上油田提质增效升级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埕北375井已
顺利交井。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寿强 周鹏飞 摄影报道

优优质质完完成成海海上上钻钻井井施施工工

黄河钻井南苑区域协调部：

19个视频为破冰“蓄力”
本报3月7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黄跃
镇 王玉鹏) 今年以来，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黄河钻井总公司南苑
区域协调部将钻台设备
和固控设备维修中的难
点变为保效创效的着力
点，通过录制视频开展教
学的方式，打破“有问题
找厂家”的惯性思维，全
力提升岗位员工的技能
水平。

面对钻井现场种类
繁多的钻台设备和固控
设备，不乏像绞车、泥浆
泵、液压大钳、振动筛等
易损却维修难度高的设
备。以往这些难题都是由
厂家解决，但在维修费用
中厂家上井所产生的劳
务费成为总费用“大头”。

南苑区域协调部机
动办公室干事李新跃算
了一笔账，一套绞车上的
盘刹碟簧配件费2000元左
右 ，但 厂 家 的 车 辆 运 输
费、劳务费甚至超过了配
件成本，这样很不划算。

“过去都担心拆卸中
造成其他部位损坏，许多
员工不敢取、不会装，要
想 解 决 问 题 就 得 找 厂
家。”李新跃说，在经营压
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降
本 减 费 、节 支 增 效 成 为

“主旋律”，“花大钱”、“靠
外援”明显不合时宜。

近期，为有效降低设
备维修维护费、提高员工
对所用设备的自检自修
能力，南苑区域协调部安
排机动、宣传、外修队以
及设备维修厂家，联合开
展了钻井现场设备维修
视频拍摄工作。旨在通过
镜头真实还原钻井现场
常用设备的拆解组装，以
便发现隐患故障，掌握维
修方法，确保基层员工更
快、更好、更节约地完成
维修。

李新跃称，此次维修
视频拍摄活动共征集了
来自不同型号钻机易出
现的设备故障43条，抽调
了一线井队具有丰富现
场维修经验的5名机械工
长、1名司钻进行操作，联
系了6个专业设备维修厂
家现场教授，将陆续推出
1 9部设备设施的维修视
频，内容涵盖了绞车、泥
浆泵、液压大钳、振动筛
等多种钻台设备和固控
设备。

据了解，教学视频拍
摄 工 作 将 于 4 月 底 前 完
成，待全部视频剪辑成片
后将在黄河钻井总公司
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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