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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都有“工匠精神”。耐心、专注、坚持、敬业就是胜利油田热电联供中心胜中供热分公司职工武
国峰所理解的“工匠精神”。长期的电焊维修一线实践，让武国峰的手背、手腕、脚背上留下一连串大小不等
的烫伤疤痕，但他却用行动默默践行“用务实的态度去创新，用忠诚的意识去奉献”的诺言。凭着将技术当成
艺术认真对待的这股子钻劲、韧劲，他先后完成创新成果50余项，12项融合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节约经济效益
百万余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建秀

手脚上留下

勤学苦练的伤疤

“掌握一门技术，体现人生
价值。”是武国峰学习电焊技术
的初衷。而他却在神奇的电焊中
入了迷，一根直径不到3毫米的
焊条，经高温融化为熔池，“钢铁
裁缝”经过对温度和焊条的控
制，将坚硬的钢铁完美的焊接为
一体。每次电焊结束后，武国峰
常常静心欣赏“缝合”的脉络，像
观摩一件艺术品，查找“缝合”的
不足。这份执着与热爱让武国峰
把电焊当成艺术一样对待。

1995年，一上班武国峰就被
分配至油建一公司，成为了一名
电焊工。和许多专业不同，电焊
专业是一个理论知识抽象、动手
能力极强的专业，万事都要从火
花闪烁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然而
刚上班的学徒却很难拥有上手
机会。为了争取更多的实践机
会，只要有师傅动手电焊，武国
峰总静静待在一旁观看，师傅们
啃完了“硬骨头”，武国峰就能拥
有简单的练手机会。

一年夏天在广饶修补污水
处理站油罐的过程中，炎热的气
温让罐里焊补成为众人头疼的
事，年轻的武国峰主动请缨钻进
了罐里，在高温的“大蒸笼”内
艰难地完成了焊补，他的衣服被
汗水浸泡了遍，脚下的地面也被
汗水打湿一片。武国峰的技术也
在一次次主动请缨中日渐成熟，
如今他的手背、手腕、脚背还留
着当年勤奋苦练留下的电焊伤
疤。

后来很多同事都知道了这
个肯吃苦、爱学习又勤奋的小伙
子，便推荐他走出单位学习更多
先进的电焊技术。在一次次学习

的机会中，武国峰还掌握了X光
射线无损检测口及带水带压焊
接，氩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STT长输管道半自动根焊等
先进的电焊技术，因此他成为了
西气东输电焊工程中的主力军。

2003年至2009年，武国峰开
始奔跑于山西、江苏、甘肃等地
完成西气东输三个标段的电焊
工作。他的责任是用先进的STT
长输管道半自动根焊技术，将内
外管道成功穿孔，单面焊接完成
双面穿孔，误差控制在 1 毫米
内，且保障内部管道检测无损。
武国峰不仅承担着难度最高的
电焊工作，而且他完成的质量直
接决定了工程进度。在高强度、
高难度的工作中，武国峰的合格
率高达99 . 7%以上，团队在平原
进程达4 1个焊口/天刷新了当
时的记录。

创新发明

解决生产实际困难

2009年年底，武国峰的父亲
突发重病，常年在外的他心里最
多的就是对家人的亏欠。正值热
电联供中心用人之际，武国峰申
请留在油田后勤单位，希望私下
有更多的时间弥补家人。

自此，武国峰成为胜中供热
分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如果说之
前武国峰只是一名“钢铁裁缝”，
而如今他已完成了向创新“艺术
家”的蜕变。

在不断学习完善供暖常识
后，爱琢磨的武国峰开始从实践
中发现解决问题。一年秋天，翠
苑小区的一条DN150、长3米的
管线需要更换，三名职工举起沉
重的管线负责对准接口，武国峰
则一人登高焊接，期间火花四
溅，但为了对准接口同事不敢多
动。20分钟下来，三名同事全部
腿麻走不动路。

“得想个办法。”回到办公室

武国峰就开始绘图、制作模型，
尝试了十余种办法均以失败告
终。数次失败让他有些气馁，他
重重地靠在椅子背上，随手将笔
一丢，圆珠笔咕噜咕噜地滚到桌
子的一处弧形凹槽处便稳稳停
下，见此情形武国峰突然灵机一
动：用弧形的托槽完成了“管道
快速对准装置”的制作，成功取
代了支撑管道的三名同事，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后，爱琢磨的武国峰一发
不可收拾地投入到创新工作中。
一到夏季检修，职工常常要进锅
炉清灰，登高清灰难度大、时间
长，常常热地一身汗，暴得满身
灰。为了便捷工作，武国峰改造
了锅炉炉管快速除污器，使得原
一周的工作如今3天即可完成，
同时节约开支10余万；在维修地
暖管线时，拆卸分水器费时又费
劲，一次员工还不小心划破了
手。受此启发，武国峰创新发明
了分水器地暖管助拆器，促使拆
卸分水器由3 0分钟缩短到7分
钟，大大提高了维修的工作效
率，保障了职工的安全。针对现
用的板式换热器，他还发明了板
换拆装辅助工具，用工由原先4
名男职工减少至2名女职工，时
间由2小时缩短至30分钟，避免
换热器的泄漏，大大提高劳动效
率。

“武国峰的创新发明来源
于实际困难，解决了实际困难，
接地气，很实用，因此受欢迎。”
同事翠苑供热站副站长张忠国
说。

在武国峰的带领下，胜中供
热分公司“金蓝领”创新工作室
成立。集结了维修工、司炉工、巡
检工等多个工种，多专业人才。

“创新工作室的成立为创新工作
注入了动力，也让创新成果因提
出问题、集中设计、完善提升而
日渐成熟。”武国峰说，创新是没
有终点的跑道，他们要做勇往直
前的马拉松奔跑者。

第四届“为民技术创新铜奖”获得者武国峰

“钢铁裁缝”蜕变成创新“艺术家”

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郝现采油管理区河31维修站员工利用废旧油管自行进行流程改造，像这样
的改造今年已经更换了1000余米，降本17万余元。据了解，在油田加快资产优化配置的背景下，现河作为一家
开发30多年的老采油厂，将闲置土地房屋清查、调剂闲置资产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3月初，该厂组织召开“闲
置和出租建筑物清理整治方案审查会”，共发现问题建筑物60项，其中废弃4项、闲置12项、出租12项、被侵占
32项。下一步，他们将根据资产的使用状态进行分类管理，盘活闲置资产，加大报废资产处置力度，进一步优
化存量资产结构。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邵苗苗 王常玲 摄影报道

全全力力盘盘活活闲闲置置资资产产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倩)

近日，由石油工程设计公
司编制的《河口锅炉房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纯梁锅炉房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审查，
标志着年底前油田将新增
超低排放锅炉房2座。

2015年12月，省环保厅
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燃
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的
指导意见》，东营和滨州也
相继出台实施细则，要求
河口、纯梁锅炉房要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烟气超低排
放改造，即每立方标米烟

尘含量不超过10毫克，二
氧化硫含量不超过 5 0毫
克，氮氧化物含量不超过
200毫克。

为使烟气达标排放、
保障正常供暖，设计人员
针对主流的超低排放技术
展开研讨，并对不同技术
的优劣、运行成本、经济效
益、现有设备设施的综合
利用等问题进行论证，最
终确定“湿式电除尘+石灰
石—石膏法脱硫+燃料分
级+SNCR”的改造方案，既
满足超低排放要求，也综
合考虑了投资、成本、原设
备利旧等方面，具有良好
的经济性和可实施性。

油田两座锅炉房

将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纯梁金家管理区：

自主创新让量油更高效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宋飞

李莹莹) 近日，胜利油田
纯梁金家管理区在10个储
油罐上，安装自主创新研
制的高架罐反向滑轮式液
位仪，有效降低员工登高
测量风险、提高工作效率。

3月27日，员工田家河
来到T38X411井进行液位
测量。与往常不同的是，他
再也不用攀登至6米高的
储油罐顶，用一根自制竹
竿下探量取液面高度，取
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简便的
反向滑轮式液位仪，既省
时省力还缩小测量误差，。

“很多管理区都采取
传统的正向滑轮式液位仪
测量，由于金家管理区属
于稠油区块，以往传统的
正向滑轮式液位仪，浮球
长期漂于罐内很容易被粘
住，导致无法测量。”金家
采油管理区采油站副站长

苗东说，金家采油管理区
共有单井储油罐43个，每
个罐每天需要人工测量5
次，全年登罐次数达7万余
次。传统的竹竿量油法不
仅误差大，员工在登罐中
还存在硫化氢中毒和高处
跌落等安全隐患。

针对上述生产难题，
苗东和技术骨干经过多次
实践、摸索、设计，自主研
制了由滑轮组、固定在罐
壁上的铝合金滑轨和不锈
钢丝绳组成的反向滑轮式
液位仪。经过反复试验，员
工测量时可以轻松地通过
罐内浮球精准读取液位；
测量结束后，罐外铅坠就
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动滑
落，让罐内浮球脱离原油
表面回到罐口。

目前，该管理区已经计
划将这套工具，在全管理区
范围内推广使用，全力提升
安全运行和效益发展水平。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胡宏秀)
今年以来，为全面提升

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
能力，胜利油田桩西集输
大队在82个岗位关键点创
新制作简洁易行的应急预
案“可视化看板”，明确应
急的操作步骤和标准。

“传统的预案文本长
且繁琐，遇到突发情况存
在因紧张而操作失误的风
险。”集输大队联合站站长
徐震说，为了让员工科学
从容应对因起火等原因引
发的突发事件，集输大队
坚持直观、实用、易操作的
理念，从原油计量、脱水化
验等集输四类岗位中梳理
出82个关键节点，并针对

“停电、起火、泄漏”等不同
突发情况，分地点、人员、
操作、要求四个要素细化
操作流程。此外，他们还在
看板上配以不同的提示框

颜色，便于快速区分。
同时，联合站还为每

个值班室设立应急处置
台，配备防爆手机、防爆手
电、防爆扳手等应急工用
具；悬挂岗位应急提示板，
注明操作指示、参数范围、
人员分工以及上、下游岗
位操作的确认，形成闭环
式应急网络。

在脱水化验岗班长许
霞看来，“应急助手”通过
分解预案步骤、精选关键
节点、构建闭环网络，对应
急处置程序进行了优化和
完善。其中，在脱水岗停电
应急预案中，原来的11步
处置程序被分解为6个控
制节点，操作简单又快捷。

“应急助手将预案化
整为零、化繁为简，不仅打
造分步精准操作的标准化
模板，还以数量词精准了
操作程度，为安全运行奠
定了坚实基础。”徐震说。

桩西集输大队：

“应急助手”促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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