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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中心以常态化培训为“本”，以信息化提升为“剑”

练兵备“战”，锻造应急救援“尖刀”

全力搭建

高效科学指挥体系

今年7月，一条关于“某高
速公路出口旁出现浓烟，请求
增援”的报警信息发送到应急
救援中心。根据初步研判，应
急救援中心迅速启动《危险化
学 品 罐 车 事 故 灭 火 救 援 方
案》，调集黄河北6个救援站的
7台消防车、48名指战员增援
现场，由总指挥、指挥长以及
作战、技术、通信等人员组成
的全勤指挥部也迅速赶往事
发地点指挥救援工作。

根据无人机、布控球实时
传输的现场情况，全勤指挥部
发现事发地系一辆装载轻质
油品的罐车起火燃烧后，引发
周边数台危化品罐车着火。根
据工作需要，全勤指挥部又调
集黄河南3个救援站组成第二
增援力量赶赴现场，剩余11个
距离事发地相对较远的救援
站启动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增
援。

到达现场后，全勤指挥部
组织现场救援力量成立应急
指挥部，积极与东营市火场指
挥部沟通，共同制定联合灭火
行动方案，主要负责扑救停车
场东侧火场，与市消防救援支
队共同围攻火势，并组织力量
迅速在火场南侧开辟出3条最
佳进攻路线。

据了解，灭火期间火场内

油罐车相继发生了6次爆炸，
总指挥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准
确把握火场态势，果断下达撤
离避险指令，待火势稳定后，
再迅速返回灭火阵地继续灭
火，最大限度保障队员安全。

历经5个多小时奋战，大火
于当天晚上10时彻底扑灭。应
急救援中心在灾难面前表现出
科学专业的处置能力和英勇无
畏的精神，受到了国家、中国石
化、胜利油田有关部门的表扬
和地方政府的感谢。

“虽然大火被扑灭，但应
急救援中心没有因此松懈，而
是以此为契机，查缺补漏，深
入分析应急救援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并实施应急指挥体
系、任务流程再造。”应急救援
中心指挥中心生产运行主管
侯庆万说。

目前，以统一指挥、专业
运作、反应灵敏、协调联动为
核心的应急救援体系逐步形
成。横向来看，新体系明确了
辖区救援站、增援救援站、应
急救援中心、外部力量等多方
救援主体，在救援各环节的具
体任务与责任中，特别明确了
在重大事故救援过程中，各救
援主体的主导与辅助地位，确
保重大事故面前指令到位、高
度协调、执行有力；纵向而言，
新体系明确了安全员、指挥
员、战斗员等岗位从接警、出
动、研判、指挥调度、现场处置
到应急终止等流程的任务与

责任，促使权责更加明晰。尤其
是确立了现场通信员岗位，使
现场信息传递方法从单一的警
情口述报告向现场视频收集、
高空侦察等信息化手段转变，
促使信息高效上传下达，为精
准决策提供坚强保障。

针对敏感、重大警情，应
急救援中心创新提出“前方指
挥部+后方指挥部”管理机制，
前、后方指挥部分别设立总指
挥、专家、指挥人员、作训人
员、信息人员、摄像人员，权责
明确，对接顺畅，实现前方与
后方的高效对接、信息畅通。

目前，该中心先后完善了
9种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类型预
案、3种自然灾害预案、危险化
品道路交通运输罐车预案、有
毒有害气体泄漏预案、辖区上
百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灭火
救援预案，着力提升应急指挥
决策水平，做到有备无患。

科技助力

提升专业化救援水平

今年“119”消防宣传日期
间，应急救援中心组织了一场
井喷事故演练，布控球如一双
可移动的智能“眼睛”，将救援
现场视频实时传送后方指挥
部，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无人
机不仅能第一时间传输事故现
场全貌，绘制事故现场二维图
像，还通过携带的温度传感仪
精确展现出被困人员、战斗员
的具体位置；智能消防灭火机
器人则率先进入井场对有毒有
害气体进行检测、稀释，同时展
开前期的灭火救援。

科技手段在应急救援中
的深度应用，为精准决策、科
学施救、高效救援提供了坚强
保障。据了解，专业化改革以
来，应急救援中心面临的任务
由过去的“单灾种”向全空间、
全地形、全气象条件下的“全
灾种”转变，胜利应急救援队
伍面临着工作量剧增和救援
现场复杂多变的现实挑战。

瞄准应急救援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和瓶颈问题，应急救
援中心努力让科技的力量成

为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的一
把“利剑”。今年，他们与中国
铁塔公司合作，在东营范围内
选择符合条件的通信铁塔10
座来满足各救援站高效通讯
需求 ;为各救援站配备数字对
讲机50部，使通话质量、远距
离传输、抗干扰能力等有了大
幅提升。

针对救援现场存在的通
讯难题，他们购置了布控球25
部、车载台78部、基地台22部，
通过卫星车、无人机、灭火侦
监机器人、布控球、无线指挥
系统搭建融合通讯指挥调度
体系，实现了救援现场的多模
式可视化指挥，让前方与后方

“看得见、说得明、听得清”。
与此同时，该中心加快推

进集语音调度、视频调度、预
案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两级
融合通信平台建设，实现调令
高效上传下达。目前，该平台
多个子功能正在开发，未来将
实现从救援现场到指挥中心
的音视频同步传输。

在创新驱动战略指引下，
科技信息主管师陈鑫立足特
殊救援情况下对讲机传输存
在的问题，带头研发了“团队
通”自组网降噪系统，不仅在1
分钟内就能将声音分成六份
同步传输，还克服了噪音干
扰、实现免按键操作，该系统
已在救援站推广应用 5 0套。

“‘团队通’在有毒有害气体泄
漏救援中十分适用，既能实现
高效沟通，又能保障救援队员
的安全。”特勤应急救援站业
务主办商文东说。

近日，陈鑫团队历时数年
研发的现场智能融合通信指
挥系统荣获东营市首届油地
校融合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山东省第五届智能制造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据了
解，该系统可在信号盲区或卫
星车辆无法进场的特殊救援
区域，通过自组网、窄带等方
式实现救援现场音视频实时
传输，因集成度高、小型化备
受好评；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应
用场景，编制搭配不同的应用
软件，除应急救援外，已在矿

山、医疗防疫、交通指挥等行
业投入应用，推广前景广阔。

常态化训练

全面提升队伍能力

为培养实战型、应用型、
技术型的应急救援人才，11月
份，应急救援中心举行第一届

“金头盔”专业技术竞赛第二
站比赛，进一步拓宽青年人才
成长渠道。据了解，比赛不仅
涵盖理论考试、实例解析、模
拟情景处置、预案 (方案 )编
制、器材装备使用等内容，还
在现河采油厂原油外输首战
设置实景演练环节，突出实
景、实战、实训，这已经是年内
第二次举行系统全面的个人
专业性技能竞赛。

今年以来，应急救援中心
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企工程，
突出“战训结合、以训促战”的
思路，创新多元化训练模式，
常态化开展多形式岗位练兵,
持续提升团队科学救援、安全
救援的能力。

应急救援现场是对团队
配合、协调能力的综合考验。
该中心科学制定年、季、月、周
培训计划，每月开展一次基层
班站对抗赛，检验团队日常培
训效果，并将此成绩纳入基层
单位绩效考核，进一步推动全
员岗位大练兵向纵深发展。

在拓宽培训渠道方面，应
急救援中心大力推行“走出
去”学经验，连续两年安排指
挥员、班站长及业务骨干前往
中原油田国家危化品应急救
援实训基地，进行灭火救援指
挥能力、化工装置火灾处置等
培训，累计培训300多人次。

日常工作中，该中心高度
重视基层的培训需求，不断创
新、丰富培训载体，大力开展
送教到基层活动，把职工最需
要的业务技术、体能培训和心
理咨询等课程送教到基层单
位。同时，结合24小时备勤特
点，创新开办“应急救援战士
夜校”，构建服务职工新阵地，
打通联系服务职工“最后一公
里”。

今年以来，胜利油
田应急救援中心聚焦

“人才一流、技术一流、
装备一流、管理一流”的
石油石化行业领先应急
救援队伍的目标定位，
通过信息化提升、常态
化训练，构建“全灾种
大应急”高效救援体系，
助推应急处置、风险防
控和社会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为油田生产生活、
社会化救援提供坚强有
力的应急保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宇

队员进行“梯次
进攻操”科目表演。

通讯员 王宇 摄

东营原油库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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