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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重点

“工作室就是要多为一线解决
生产难题，多将成果转化成效益，努
力把每一名员工都培养成高技能人
才。”海洋钻井公司罗泽民创新工作
室被命名为中国石化示范性职工创
新工作室后，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首
席技能大师罗泽民道出了工作室创
建的初衷。

走进罗泽民创新工作室，墙上
挂满了他和徒弟们的荣誉，创新成
果整齐排列，专用工具、配套设施等
一应俱全，这里俨然成为海洋钻井
技能人才创新创效的舞台，培养高
技能人才的阵地，更是石油钻井工
的“家”。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涛

搭建员工成长平台

“咱们钻井工从海上倒班回来，
如果能有个实操训练、交流学习的
地方就好了。”2018年底，罗泽民有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创建海洋钻井
石油钻井工综合训练室。这个想法
很快得到了公司的肯定，人力资源、
工会部门积极给予场地和资金支
持，申请了一间训练室，让工人们有
了自己的阵地。

训练室成立之初，罗泽民为了
节约费用，从平台借用工具作为训
练使用，旧设备经过喷漆、打磨后

“焕然一新”，其间他还设计加工了
模拟导大绳的井架。“大家训练啥，

就准备啥。”一切为了工人着想，罗
泽民把石油钻井工的教材都备齐，
工友们休班时可以随时到工作室学
习训练。

五年来，这个工作室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坚持问题导向，服务一线
生产，逐渐成为集技术创新、生产攻
坚、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面积越来越大，成员也从最
初的几个人壮大到近40人。工作室
还得到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工会在资
金、场地、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并被授予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创新工
作室。

难题就是攻关课题

“平台生产遇到的难题，就是我
们攻关的课题。”石油钻井工出身的
罗泽民，始终将工作室的重点向一
线聚焦。工作室发扬“乐观向上、永
不言弃”的团队精神，立足一线解决
难题，全力确保海上生产提速提质
提效。

针对钻井二开施工前，安装防
喷器液压管线慢的问题，他们查阅
资料，咨询专业厂家，设计出防喷器
液压管线对接装置工具，节约了安
装时间，提高了施工时效；针对固井
泵拆装柱塞困难的问题，他们通过
多次现场试验改进，使拆装时间由4
人5小时缩短至2人2小时；针对进口
铁钻工价格昂贵，配件购买周期长
的问题，团队与厂家联合攻关，设计
了“钻井CH80智能机器人”，在胜利
十号平台成功应用，实现了国产化

替代……
工作室成立以来，先后完成40余

项创新成果，发表23篇论文，取得20
余项国家专利，解决一线生产难题
210余项，创造经济效益上千万元。

培育高技能人才摇篮

“休班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
来工作室，跟着罗大师，还有同行们
一起相互学习、研讨，进步很大。”进
入工作室以来，胜利十号平台工长
钟凯一步步成长为主任技师。

与钟凯一样，工作室已经培养
了52名首席技师、主任技师、高级技
师，这些高技能人才成为海洋钻井
宝贵的人才资源。

这五年，在罗泽民的带领下，工
作室培训近3400课时、人员4300余人
次，到现场咨询传授技艺600余人次，
走出去参观学习交流40余次，参与编
写的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石油钻井
工》教材成为技能考核的指定教材。

不仅如此，工作室还积极参与
公司主题劳动竞赛、岗位标准化拉
力赛、师带徒等活动，通过“以赛促
学、以赛促训”，35人获岗位比赛第
一名，其中1人在国家级竞赛获奖，2
人获山东省技术能手，8人次在局级
职业技能竞赛获奖。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
来的精彩。罗泽民也先后荣获中国
石化技术能手、中国技能大赛金牌
教练、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公司铁军
名匠、胜利铁军工匠、十大铁军人
物、东营金牌工匠等荣誉。

授技育人，给钻井工建一个“家”
海洋钻井公司罗泽民创新工作室被命名为中国石化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朱益飞 陈文霞) 近日，
技术检测中心启动胜利油田突发
事件应急能力评估工作。据了解，
本次评估工作旨在摸清油田突发
事件应急能力“家底”，查找油田应
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优化完
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提升油
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
服务保障油气生产主业。

根据油田工作部署，技术检测

中心组织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评
价的技术专家，分别从安全和环境
两个专业角度对油田突发事件现
有应急能力进行了分析。在前期广
泛收集各方意见基础上，他们制定
了胜利油田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
估工作方案，确定评估程序、评估
范围及评估点位，确定开展评估工
作的重点，同时制定《应急能力建
设评估表》的评分标准，为保证评
估工作高质量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在此基础上，该中心充分发挥
专业化检测评价机构技术优势，严
格按照油田整体工作部署，高标准
地做好本次应急处置能力评估工
作，做好现场技术调研，切实发挥
好油田技术支撑单位作用，按照评
估项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提
交高质量精品评估报告，充分展示

“胜利检测+评价”品牌价值，为油
田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安全技术
保障。

技术检测中心：

启动油田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工作

东胜公司赵俊刚：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太郎)
今年55岁的赵俊刚，是胜利
油田东胜公司河口采油管
理区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应
急维修岗员工。工作 3 7年
来，他默默坚守在一线，用
心干好各项工作，先后获得
东胜公司精神文明先进个
人和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2006年，已有21年汽车
维修工作经验的赵俊刚调
入河口采油管理区，成为采
油二队的一名自备吊车驾
驶员。河口油区工况、路况
复杂，他凭借精湛的技术，
高质量完成每一项生产保
障任务。驾驶了七年的自备
吊车在赵俊刚的精心呵护
下，每年车辆年审、整修一
次性过关。他还主动帮助其
他司机检修车辆，解决安全
故障和隐患。

2016年，因工作需要，赵
俊刚转岗成为沾14东9号站
的一名采油工。工作30余年
再次参加岗前培训，重新捧
起课本，像学生一样，跟着
看，学着干。培训结束，赵俊
刚成绩最高，被聘为站长。

9号站油区方圆15公里，
有三个生活点，五名员工管
理20口井，工作量大。每逢
有员工休班，老赵都会主动
承担起他的工作，有时候站
上工作多起来，两个电动车
都跑没了电。

2019年，技术全面过硬
的赵俊刚，转入安全生产指
挥中心，负责油区应急维修
工作。大到设备维护、电路
检修，小到换灯泡、焊围栏，
老赵带领维修班把整个管
理区的维修工作扛在了肩
上。中午，有时为了赶时间，
他们就在路边买几个包子
应付一下，困了累了就在车
里打个小盹儿。

为了更好地发挥“传帮
带”作用，管理区组织赵俊
刚与员工张维军签订了“师
带徒”协议。从渤南到大北，
从酷暑到寒冬，披星戴月的
辗转奔波，徒弟对师父的精
神头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管
多累赵俊刚都要给徒弟打
好“样”，活干得漂亮，现场
收拾得板正。转眼间，徒弟
张维军已经成长为维修的
一把好手。

管具技术服务中心宋佃虎：

铆在岗位上的“多面手”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杨冬玲)

“说话做事要有礼有节，服
务态度要不卑不亢。和客户
沟通的时候，就是要做到腿
勤、嘴勤、心细。”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管具技术服务中
心管具七队副经理宋佃虎
和同事们交流工作心得时
说。

谈起宋佃虎，队上的同
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全能
选手”。他从井控装置维修
工一路走来，先后历经宣传
员、车间负责人、副经理等
多个岗位，就像一个永不停
止的陀螺，始终信心满满地
学习新知识、迎接新挑战。

“张经理，陇东站点和
永和项目的物资近期需要
回收，现在是主汛期，山路
不好走，我来带队。”去年7
月，队上接到7天回收1953根
钻具、167台套井控装置的任
务。刚调岗到管具七队1个
月的宋佃虎主动揽下了难
题，从梳理在井设备物资的
种类、型号、数量入手，精密
计算每车配重，确定运输方
案，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
本。

今年2月份，因为工作

调整，宋佃虎扛起了队上
市场开拓的重担。“应该怎
么维护好老客户，到底怎
样才能开拓新客户？”怀揣
着疑问，宋佃虎前往乌审
旗、杭锦旗、永和等区块走
访33家井队，讲解管具服务
优势，实时了解队伍情况、
市场分布以及招投标井型
设计、井队诉求。凭借他以
心换心的沟通方式、过硬
的服务水平，管具七队和4
家优质客户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续签新签合同18
份，实现客户和市场区域
的双突破。

面对繁琐的合同条款、
复杂的客户需求，宋佃虎没
有畏惧，他的工作笔记上写
满了客户资料和注意事项。
从生疏到熟练，他仅用了半
年多的时间。

8月份，宋佃虎带领队
上的同事，全面梳理了6项
经营流程及管理办法，修订
完善客户押金、租赁时间、
回访要求等规定9项，避免
了14件工具的损失，有效防
范经营风险。在西部服务保
障的新征程中，宋佃虎越过
一座座高山，用实际行动成
就了更加优秀的自己。

油区稽查助力增收创效攻坚

近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
与护卫管理中心滨纯油区稽查部
联合对所辖油区单井拉油点、重
点干线的防盗措施、井场的围栏、
进井路栏杆、井场的四化运行情
况和拉油车辆的监控、GPS，油罐
卸油口上锁情况，以及车辆证件
和押运证、拉油单据等进行专项
检查。其间，他们还对岗位员工进
行了“一对一”法治教育，为上产
降本增收创效攻坚行动提供了强
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肖金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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