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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享有“胜利油田十大功勋队”荣誉称号的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40577队队长，
改变的是周边的钻井环境，不变的是他一如既往的锐意进取精神，改变的是与日俱增的钻井难度和复杂工
况，不变的是他创新突破的科学钻井理念，改变的是日渐成熟的心态，不变的是对石油行业的热爱。无论是
当初毛头小伙的“小赵”，还是如今沉稳干练的“赵队”，赵飞宇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出一名石油工人肩上的
使命和责任。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袁东营

挑战困难的先锋队员

2009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
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赵飞宇
和五名同班同学，一起来到胜利
油田成为石油工人。

从繁华的首都到渤海边的荒
野，让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们
感到迷茫，因为所学专业与钻井
施工不对口，当初一同来到胜利
的五名同学选择了离开。“在这里
要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太难！”
那时，同学们纷纷劝说赵飞宇一
同离开，赵飞宇虽然嘴上说再坚
持一下，但内心却十分煎熬。

赵飞宇的心态被一名老石油
捕捉到后，就语重心长地对赵飞
宇说：“如果不想干，现在就可以
走，如果选择留下来就必须静下
心来努力工作，否则过上几年你
还是现在的状态。”

一席话点醒了迷茫中的赵飞
宇，并坚定了他“一定要干出个样
来证明自己实力”的信心。2010
年，赵飞宇来到30171队独立顶岗
技术员职位。面对专业技术要求
高、稍有不慎就会影响钻井施工
安全优质高效带来的压力，他接
连数月白天努力工作，休息时间
就抓紧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并成
为师傅们眼中勤奋的学徒。

2011年夏天，赵飞宇所在的
井队在实施水平井作业时，因为
周边分布的老井资料严重缺乏差
点出现安全事故，幸亏他反应迅
速并及时调整施工，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

“黄河钻井有一套完整的人
才培养体系，队里的老师傅都会
倾囊相授，只要自己肯学，即便是
跨专业也能在短期内实现过度。”

一次次的磨难，注定赵飞宇会成
为钻井技术的行家里手，他说：

“技术员的一个疏忽可能造成的
就是上百万经济损失，正是这样
关键的岗位让我实现素质能力提
升。”

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

参加工作八年来，赵飞宇几
乎每个春节都会在井队度过，一
年中有300多天都与钻台、井架为
伴。赵飞宇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同
校毕业的妻子就和他定居东营，
但往往一个月只能见两次面，即
便妻子在河北老家生孩子期间，
都没能陪伴在妻子身边。

2014年5月22日凌晨3点，赵
飞宇突然接到妻子即将临盆的消
息，但是医生告诉他孩子可能保
不住。这时，正在负责新井施工的
赵飞宇，一边谨慎安排钻井工作，
一边焦急地关注妻子情况。凌晨5
点30分左右，刚交接完工作走出
井队，就传来了母女平安的消息，
虽然紧张的心情有所放松，但没
能陪伴在妻子身边成为他难以忘
怀的遗憾。

近年来，正是传承了胜利人
的优良作风，赵飞宇连续完成各
类型井施工108口，并创出多个区
块钻井史上的高指标、新纪录，工
作第四年就成长为钻井队队长。

2014年，在盐侧斜226井施工
中，赵飞宇带领团队采用爆破切
割套管修井的方式，严防安全风
险，顺利克服了该井施工高难度，
28天内就完成3381米井深的钻探
任务，创该区块新纪录。

多年来，赵飞宇一直坚持着
总结和思考的好习惯，例如在滨
644区块、胜坨区块、盐232区块钻
井结束后，他详细书写了总结报
告，并积极构建区域化钻井模式。
事实上，用心工作既是对自我工
作的总结与提升，也为后续钻井

施工提供充实的基础资料。
针对钻井现场难题，爱动脑

的赵飞宇先后参与完成“顶驱灌
浆接头”、“漏斗测粘仪支架”、“新
型防磨套取出器”等7项科技创新
成果，既推动钻井施工优质高效，
还为公司创效百余万元。

精细管理的掌舵人

2016年，赵飞宇被调整到
40577队担任队长。面对“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中石化金牌队”、

“胜利油田产油十亿吨十大功勋
队”等诸多荣誉，赵飞宇在坚持发
扬优良传统的同时，立足钻井生
产实际，带领员工强化精细管理、
狠抓责任落实，努力打造基础工
作实、创效能力强的模范井队。

在清洁生产方面，该队持续
推进《清洁生产项点分级管理
法》，建立了《清洁生产分级管理
台账》，使清洁生产已成为队上员
工的习惯，有效避免了“跑、冒、
滴、漏、渗”等问题。将全队划分为
四个安全责任区域，通过明确分
工，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形成了

“人人都参与、人人都担当、安全
工作没有旁观者”的局面。

在进一步细化《三精细管理
法》过程中，他以单井为创效单
元，将效益工资与分解指标完成
情况和岗位绩效挂钩，确保各个
环节受控，让单井考核释放最大
效果；通过细化成本管控，在口井
施工实现工完料净的基础上，平
均每口井材料费用能节省1至2万
元，每年修复生产设备节约10余
万元成本，并在公司单井单机、效
益工资考核中一直名列前茅。

尖刀锋从磨砺出，千锤百炼
不卷刃。八年多的奋斗时光伴着
轰隆隆的钻机声随风逝去，见证
着他奋勇拼搏、锐意进取的绚丽
青春，也见证着一个青年人在钢
铁队伍中的蜕变。

第十一届“胜利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赵飞宇

千锤百炼，钢铁钻台见证蜕变

为为民民生生活活小小助助手手上上线线

胜中热力管理区：

发挥技术优势破冰创效

今年以来，为持续提高服务员工群众水平，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内增设了新栏
目——— 为民生活小助手，免费为用户提供生活资讯、法律咨询、心理援助、困难帮扶、就医服务、文化教育等
民生领域信息服务。“以前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车，往往不是一遍遍跑出去看车
来没来，就是一直打电话问发车时间，总怕耽误了工作。为民生活小助手上线后，不仅第一时间发布单位内
部的信息动态，像水电气暖供应异常信息都会实时推送，这让我们感觉让生活更便捷。”采油管理四区员工
张学文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志惠 摄影报道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建秀)
冬季供暖以来，胜利石

油管理局有限公司热力分
公司胜中热力管理区在确
保油田生产生活区域优质
高效供暖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热力技术优势，先后
拓展了4个外闯项目，累计
新承揽33个地方供热站运
维业务，有效提高了发展
质量效益。

每天上午8时，胜中热
力管理区副经理邱春雨都
会在一张表格内，详细记
录内外部市场运行数据，
确保低成本高效服务居
民。“个别地方供热站的二
级管网供热温度高于行业
正常指标近5度，这恰恰就
是创效的潜力点。”在邱春
雨看来，检验专业水平的
标准有很多项，唯有让数
据分析推动质量效益提
升，才能体现出胜利热力
的技术优势。

其实，早在2017年管网
检修结束后，胜中热力管
理区就积极响应“动起来，
走出去”的号召，先后承揽
了地方换热站检修、暖气
维修、快递发送等业务。早
转变、早行动让管理区赢
得外闯市场主动权的同

时，也在区域内打响了胜
利热力品牌，吸引更多有
需求的企业主动洽谈供暖
运行业务。

一年来，该管理区以
自动化改造为攻关方向，
先后更换热计量表113块、
RTU控制柜35个，并对监
控中心软件进行升级，实
现了供暖效率和自动化准
确率大幅提升。

2017年，山东海利丰清
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部
分换热站进行改造提升与
重建后，面临人才紧缺，而
胜中热力迫切发展热力外
闯项目，于是就有这次换
热站业务承揽合作。

为做好这次外闯项
目，新区供热站站长任国
营提前带领8名员工走进
海利丰，承担起换热站的
运行工作。期间，任国营和
员工们克服离家远、换热
站分散、环境复杂等重重
困难，在新的岗位上赢得
了甲方的认可。

“外闯市场的过程虽
然异常艰辛，但只要我们
坚持发展长板、补齐短板
的理念，提质增效升级就
一定会取得成效，员工也
会在改革转型中成为最大
的受益者。”邱春雨说。

临盘采油厂毛燕和：

自制爱心拐杖感动邻里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志惠
吴林林) 连日来，胜利

油田临盘采油厂一位名叫
毛燕和的8 3岁退休老党
员，成为驻地老年群体中
的名人。原因很简单，这位
老人利用物业修剪下的大
树枝手工磨制了30余根拐
杖，并免费赠送给临盘地
区出行不便的老年人。他
的爱心善举不仅体现了一
名老党员发挥余热的榜样
力量，更温暖、感动了许多
身边的邻居。

去年，毛燕和在外出
散步时恰逢物业修剪树
枝，看着树枝被扔掉时感
到非常可惜后，就捡了部
分树枝回家，试着动手做
起了拐杖。一根拐杖看似
做工简单，但要想做到舒
适好用且安全耐磨，对83
岁的老人并非简单的事。

为了找到合适的木
头，老人经常在小区和公
路边转悠；没有经过专业
学习也没有专人指导，老
人就凭着自己的钻研一点
点打磨制作；没有机器设
备、没有专用工具，老人就
慢慢手工挫平，小刀雕刻，
砂纸打磨，每天用三个多
小时制作拐杖。

每做好一根拐杖，老

人就将它送给有需要的邻
居。老人制作的拐杖因实
用、安全受到了居民们的
青睐，志愿服务的故事在
慢慢地在临盘地区流传开
来，很快就有邻居慕名前
来讨要拐杖。

看到有需求的人越来
越多，老人制作拐杖的动
力就更足了。看到老人制
作拐杖的热情很高涨又乐
在其中，他的孩子们就从
网上购买了制作拐杖的垫
子和清漆。就这样，毛燕和
制作的拐杖更加精致了，
邻居们都夸和市场上的物
品一模一样。

经过几个月的制作，
老人越做越顺手，这时就
有人建议他将做好的拐杖
拿到集市出售，一定能卖
个好价钱，但毛燕和拒绝
了这样的建议。他说：“我
制作拐杖的初衷是为了给
大家提供方便，如果卖钱
就变味了”。

去年年底，为表达对
党的感恩之情，毛燕和用
了2个月的时间制作了30
余根拐杖，一部分送去了
敬老院及周边乡村的老年
人手中，另一部分送给了
采油厂老年管理中心，委
托工作人员帮忙转送给更
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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