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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胜利油田现河郝现采油管理区河111注水站，员工利用管壁厚度测试仪对管线进行日常“体
检”，这项工作已成为注采站日常巡检的规定动作。今年以来，现河采油厂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井、站、库逻
辑管网图，按照管线分级、投产年限、使用情况、产量影响等因素，对重点管线提级改造，形成管网分类分级
管控模块。同时，他们利用管壁厚度测试仪定期对注水管线进行检测，并根据检测情况提前进行外防腐或
局部维修更换，形成地面、井筒、油藏的立体环保格局，有效提升绿色管控水平。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孟涛 乔晨 摄影报道

常常态态化化管管线线““体体检检””

胜利发电厂：

技术改造年节水133万吨

油田社保卡将实现全国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

参保职工异地就医告别垫资跑腿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于佳

联网
因颅内压增高引发脑疝，王

军走上了艰难的就医路。
王萍和哥哥王军同是胜利

油田职工。2018年11月3日，50岁
的王军突然晕倒并被邻居送往
当地医院。后经抢救，虽然脱离
了生命危险，但高额的手术费和
后期治疗费用，成了压在全家人
身上的一座大山。

幸运的是，他们成为油田第
一批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的受益
者。实现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
备案后，30万元治疗费出院结算
时，不用垫付全部资金，自己只
掏了不到8万元，这让她心里轻
松了不少。更让她欣慰的是，全
家人不用再为是否把哥哥辗转
搬回东营治疗的问题而纠结，可
以踏踏实实在异地安心治疗。

同样，油田职工张莹华的父
亲张忠也在北京医院做了全面
检查。66岁退休职工张忠因心脏
不好曾去北京就诊，由于没有办
理转诊，光一个门诊项目检查下
来掏了好几千元。前不久老人病
情加重，准备再次去北京治疗，
全国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帮
助他顺利住院并接受了治疗。

相比过去“从外地全额垫付
资金后，再跑回来报销”的繁琐
手续，张莹华觉得，这一政策给
老百姓异地就医省去很多麻烦，
也让身在外地的油田职工心里
踏实。

阻碍
在临淄工作居住了20多年

的王军，每次生病都要从临淄跑
到东营的中心医院住院。

不能在临淄家门口就医，却

要跑回将近100公里外的东营，
王军有很多无奈，因为他持有的
油田社保卡不能在外地使用。

胜利油田社保卡最早发放
于2004年，当时该卡从硬件上符
合国家标准。所谓国家标准，就
是从异地医疗机构能读取出用
户的个人信息。2008年胜利油田
更换二代社保卡，水电气暖等很
多销售权限被加进来，功能单一
的社保卡变为“一卡通”，导致卡
内的标准被修改，从此脱离“国
标”。后来，一卡通的功能项目变
得越来越多，社保卡的功能被逐
渐弱化。

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行业、企业社会保险纳入
地方管理工作的通知》，但由于
胜利油田庞大的参保人数超出
东营市服务能力，这项工作迟迟
没有进展。

随着油田外部市场增多以
及越来越多的油田退休职工迁
移到外地居住养老，加上大家对
就医需求质量的提高，异地就医
成为了普遍现象，但是这张卡满
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异地就医需
求。

2017年国家推行实施全国
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把退休
以后异地安置、单位长期驻外以
及转诊就医这三类情况纳入其
中。政策实施后，胜利油田曾多次
向上级部门反映，提出关于开通
全国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的意向，
得到的答复都是胜利油田无法实
现，原因一是油田医保是企业自
建，没有接入国家社保专网，二是
没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社保卡，三
作为企业不可能有国家行政区划
代码。也就是说，想要实现联网不
仅要有“高速公路”，还要有“通行
卡”和“车牌号”，可是这三样，胜
利油田一样都没有。

曙光
10月28日，在位于东营市西

城济南路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中
国建设银行东营胜利支行大厅
工作人员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几
个月前，这里就开设了社保卡一
站式服务新窗口，为油田职工新
医保卡更换和业务办理提供服
务。

为了满足职工对异地就医
的需要，胜利油田积极与省里相
关部门对接，通过提交报告以及
与中央、省直相关部门沟通，反
映职工的迫切需求，努力得到上
级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油田
建起国家社保专网，重新更换国
家标准的社保卡，从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来国家行
政区划代码，扫清一切制约油田
实现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的障碍。

2018年10月，胜利油田首先
在省内实现异地住院就医联网
结算，职工凭借身份证就能实现
省内异地住院登记和办理结算；
2019年4月，开通零星办理国标
社保卡业务，又在全国实现了异
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

这条滞后了多年的就医路
终于迎来曙光，但是在油田社会
保险管理中心医疗工伤室高级
主管田建军看来，这条路走得很
艰难。短短几个月，他和同事到
油田职工转诊就医集中的北京、
上海，外部市场队伍驻地新疆、
四川、重庆，退休居住较多的海
南等地开展联网实测，目前油田
已在全国17个省市实现异地住
院就医联网结算。

王军的30万元医疗费有了着
落，这让妹妹王萍焦虑的心情也
稍稍放下来。她相信，油田社保卡
实现全国异地住院就医，不只是
像她一样千千万万个家庭所期盼
的，也是久病的哥哥期盼多时的，
她希望哥哥能快点好起来。

王萍不用再为哥哥的医疗费发愁了。
一年前，家住淄博的哥哥王军突然得了一场重病，而当地医院不能刷油田医保卡,医药费只能一次性垫

付。就在全家人为巨额医药费发愁的时候，胜利油田关于“全国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的惠民政策给他们
带来希望。

2019年，油田医疗保险移交山东省管理，新社保卡的制卡更换工作随之在油田全面铺开。从2020年开始，
中石化胜利油田28万参保职工将实现全国异地住院就医联网结算。

这张卡，解决的不只是王萍一家人异地就医的难题，也打通了胜利油田医疗保险漫长而曲折的改革之
路。

本报11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王晓霞 ) 胜利油田海

洋石油船舶中心内部专业
化改革以来，本着做实基
层、做优服务的原则，让人
员往一线流动，让机关后
勤单位更加精干高效。作
为一个后勤服务班组，综
合服务中心海员服务部面
临人员压减50%的实际，
积极转变观念，今年前10
个月创效指标完成率达
110 . 6%。

既要做好后勤保障，
更要完成创效指标，这让
海员服务部党支部书记林
海燕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海员服务部坚持
服务一线、保障一线的原
则，推进党建与中心工作
深度融合，打破固有的思
维模式和经营模式，走出
了一条创新创效的发展之
路。

今年以来，他们发挥
自身优势，结合中国传统
节日，先后推出了七夕巧
果、端午粽子、中秋月饼和
春节枣饽饽等节日特色美
食，不仅服务好员工家属，
还推出了外卖送餐等项
目，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海员服务部主
任李学斌等人多次前往龙
口跑市场、拉客户，形成了
每周末固定接待看房团等
长效机制。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他们还利用自
身优势为客户排忧解难，
既创造了经济效益，还先
后荣获龙口市“旅游诚信
单位”、山东省“清洁厨房”
等荣誉称号。

李学斌认为，海员服
务部取得的成绩，离不开
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
持。他说，今年以来，综合
服务中心机关工作重心也
向创效最多的海员服务部
倾斜，每次遇有看房团大
退房时，机关及各班组均
抽调人员协助退房清理工
作；龙口公寓服务部调派
厨师参与菜点的烹调，服
务好客户；地源热泵管理
班利用空调机组停机检修
保养期间，负责洗衣机房
的布草熨烫工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海
员服务部坚持价值引领，
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优
势，努力提高员工价值创
造能力，在10个月的时间
内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员
工幸福的双赢。

海洋船舶海员服务部：

提高员工价值创造能力

本报11月20日讯(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孙育

涛 尹婷婷) 近日，胜利
油田胜利发电厂一、二期4
台机组除渣系统技术改造
完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
该厂彻底告别了30年来用
水冲渣的历史，年节约用
水133万吨。

胜利发电厂每年消耗
工业用水2000万立方米左
右，是胜利油田的用水大
户。为了让耗水大户变成
节水大户，他们坚持源头
管理，对旧设备进行技术
升级改造，湿式除渣系统
便是其中一项。

据了解，火力发电厂
运行过程中，煤炭经过燃
烧会产生大量的炉渣。过
去，一、二期机组通常采用
水封湿式除渣系统，用水
将炉渣冲入渣池再进行深
度处理，每年都要耗费大
量的工业用水。

在充分调研后，胜利
发电厂决定拆除原有的捞
渣机、碎渣机等湿式除渣
设备，改为现在的风冷式
干除渣系统。检修公司副
经理陈志刚指着50米长
的钢带输渣机介绍：“燃
烧产生的炉渣经钢带输
渣机的爬坡段自然冷却，
被碎渣机破碎后进入贮
渣仓，在渣仓出口通过湿
放渣装置后，由专用槽车
运至灰场。”

“在机组负荷140MW

的情况下，这一条钢带输
渣机每天约排渣3车左右，
不费一滴水。”对改造后的
干除渣系统，陈志刚非常
满意。

为了避免在拉渣过程
中产生扬尘造成二次污
染，负责干除渣设备维护
的检修公司辅机班没少动
脑筋。

原来的拌湿喷淋装置
只有3路大口径喷口，很容
易造成出渣量和喷淋水量
比例不协调。为此，他们和
运行专业多次试验改进，
不断优化出水管路及喷嘴
布置，由原来的3路大口径
喷口调整为6路大小均匀
布置的喷口，并加装手动
分门便于更精准把握出渣
量和喷淋水量的比例。

“采用湿式除渣系
统，电厂两座渣池每小时
耗水600立方米，一天下
来就要耗水 1 4 4 0 0立方
米！”灰水部泵班班长武
传利说。如今，新的干式
除渣系统投入运行后，渣
池不再承担排渣功能，只
有日常锅炉疏水流入渣
池，平均每天约500方。

事实上，干除渣改造
后在节水、节能及渣综合
利用方面优势明显。陈志
刚说：与原有的湿式除渣
系统相比，一二期四台锅
炉干除渣系统每年共节水
133万吨，节约用电316 . 17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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