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美编：杨珣 C03

近日，在胜利油田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曲104-3计量点，注采四站员工杨锴擦掉公示板上已经整改完
成的隐患，写上了新发现的隐患。据了解，“百日安全无事故”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管理区在各计量点、工
作间最显眼的位置设立了“隐患公示牌”，对管理区、班站两级安全检查发现的隐患进行公示。隐患名称、整
改措施、整改进度、整改日期一目了然。“只有让隐患充分暴露出来，才能进一步压实责任，让大家清晰地认
识到整改方向。”鲁明公司副总政工师、济北采油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初启龙说。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摄影报道

隐隐患患整整改改闭闭环环管管理理

连续11年超产，蝉联中石化“十二五”“十三五”高效开发油田称号

新滩油田解开稠油高效开发密码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钢锋 尹永华

科技创新

助力效益开发
新滩油田属于典型的边底

水常规稠油油藏，呈现出薄、水、
稠、砂、酸等特征。1997年开发初
期至“十二五”末，依靠扩大资源
阵地及大规模开发，实现了产量
稳增目标。但是2015年低油价带
来的冲击，让人们认识到扩阵地
拼产量的观念必须要变，提液量
增油量的做法更要变。

采油管理五区技术室主任
何钢说，如果只是单纯的油稠还
好治理，但有的井开采一段时
间，地层就出砂，含水也居高不
下，多种问题叠加，治理的困难
可想而知。此外，在日益严格的
环保政策下，管理区自2017年起
封井退出43口，影响了产能。

在管理区经理王林明看来，
采油管理区是油藏经营管理的
主体，抓好主业主责是效益之
基，技术进步则是做强主业的创
效之本。经过反复论证和不懈探
索，采油管理五区在高效开发技
术应用方面，从单纯的蒸汽吞吐
向注汽+工艺群转变，带来的是
单井增油到井组见效，实现从低
液低含水到高液高含水再到特
高含水井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注二
氧化碳开发工艺上，探索热采和
冷采两种方式，热采降黏、助排，
提高单井产能；冷采可以缩短措
施工期，节省作业上修成本。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他们实施各项工艺措施225井
次，累计增油15 . 43万吨，让效益
开发曲线昂扬向上。

绿色低碳

贯穿开发全过程

新滩油田坐落在美丽的黄
河入海口自然保护区内。老职工

王荣安回忆说：“新滩油田开发
初期，我们每个人都想着一定要
让抽油机与鸟儿和谐共存，做到
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起初，为了落实“油污不落
地、废水不外排”目标，他们从小
处着手，将矿泉水瓶套在取样阀
嘴上，防止取样滴漏。

职工郭树杰有个好习惯，他
剪了一块大胶皮铺在车筐底部，
将镂空的车筐底挡得严严实实，

“有了这个保护罩，桶壁上的零
星油点，就不会滴落到路上。”郭
树杰的做法成了职工们效仿的
样板，大家纷纷拿起剪刀，比着
他的裁剪，一个个电动车筐都铺
上了一层防漏胶皮。

为了保护鸟类的栖息环
境，他们将抽油机粉刷成绿色，
改造了木屋式计量站，让油井
融入风景，让生产和谐融入自
然风貌。

经过改造后的木屋式计量
站，成为鸟儿们的栖息乐园。“咱
们在砖瓦计量站贴上树皮以后，
海鸥在房檐上歇脚，野鸭在房头
上掠过，偶尔还有几只灰鹤立在
房顶觅食。”职工王洪峰说。

不仅如此，管理区将铁管更
换成节点少、材质轻、易连接的
柔性复合管，提高了本质化安全
水平；安装了免放空取样阀，使
套气随油外输，避免了套气排放
污染，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落到实处。

“十三五”期间，采油管理五
区更换管线超过83千米，安装免
防空取样阀40个，粉刷绿色抽油
机84台，改造木屋计量站18座，
最大限度提高绿色企业创建水
平。

人才优势
支撑高质量发展

1997年，新滩油田投入开
发，凭借人拉肩扛，大家仅用4天
时间就建起了4座简易井站，抢
开6口油井。24年过去了，管理区
共管理着油水井224口，计量站
18座，年产量从不足1万吨上升

到14多万吨。
“高质量发展和管理进步，

都离不开人才的强力支撑。”新
滩油田油质黏稠、流通性差，冬
天容易出现堵塞管线问题。王林
明带领攻关小组，根据稠油井特
性，建立“单井管理档案”，将稠
油井分为“堵、缓、参、长、断、作”
6类，并制作警示牌悬挂在井口，
时刻提醒职工注意油井管理要
点。

根据警示牌提示内容，职工
们监控好单井回压，合理放大掺
水压差和掺水量，定量添加降黏
剂，捋顺了稠油井的脾气，有效
防止堵井和躺井。实施以来，油
井免修期达到505天，同比延长
37天。

生产一线问题在哪儿，创效
的方向就在哪儿，人才优势就发
挥在哪里。油田劳模刘晓明跑现
场时，发现4名职工围在KD32P9
皮带机现场激烈讨论。当得知大
家正在为皮带机频繁换盘根而
发愁时，她就主动加入到解决问
题的队伍中。

新滩油田处于滩海油区，野
外风沙大，而高原皮带机冲程
长，生产过程中皮带随着大风摆
动现象非常严重。当大家还在为
如何让盘根更耐用思考时，刘晓
明却说，“悬点负荷那么沉，大风
一吹，皮带随风摆动，光杆磨损
加剧，盘根自然损坏严重”。她一
语点醒“梦中人”，大家纷纷说：

“怪不得呢，我们还以为光杆上
有毛刺，有的井换了光杆还是不
管用。”

找到问题，她又马不停蹄地
研究皮带防风办法。经过一个星
期观察，她设计了一套稳定装
置，这样可以减少整机震动及磨
损，减少杆柱的磨损及断脱。据
初步测算，这套装置可以年节约
盘根、作业及维护费近11万元。

“十三五”期间，采油管理
五区高级工比例达到60%，培养
技师和高级技师7名，取得省部
级创新成果2项，国家级发明专
利2项。

鲁胜公司：

实施滩海平台关停退出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陈军光
李冠卿) 为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胜利油田鲁胜
公司对位于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周边
的垦东403平台实施关停
退出和拆除销号，用实际
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针对平台设备设施锈
蚀和封井安全环保风险，
鲁胜公司科研所、生产管
理部、QHSSE管理部等职
能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科
学制定地质工艺设计和井

口应急预案，实现封井全
过程安全环保高效。

“封井并恢复原有地
貌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绿色企业创
建的必然选择。”鲁胜公
司经理韩宗元说，目前，
平台封井已经完成，正在
实施拆除等工作。下一
步，鲁胜公司将持续向

“清洁、高效、低碳、循环”
发 力 ，不 断 提 升 全 员
QHSSE防控意识，在实施
绿色发展战略中走在前、
做表率。

海洋船舶中心：

“三务”公开提质升级

胜利油田孤东采油管理五区对KD32-P13注汽井组注入蒸汽3701立方米，配套冻胶800立方米，采取措施后
对应的5口油井见效明显，累计增油1622吨。一口注汽井盘活5口周边井，只是采油管理五区技术进步提高开发
效益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管理区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深入推进技术进步、管理升级、绿色生产，有效提升油
藏经营管理水平，所辖新滩油田连续11年超产，并蝉联中石化“十二五”“十三五”高效开发油田称号。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修峰
崔舰亭) 今年以来，为

了让职工了解什么是“三
务”公开、为什么“三务”
公开、“三务”公开对企业
发展有什么推动作用，胜
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
心通过“层层推进抓宣
贯”“规范内容抓落实”

“完善监督抓成效”等措
施，推动“三务”公开工作

落实落地。
为提高“三务”公开

工作质量，海洋石油船舶
中心进一步完善“厂务公
开”细则，编制公开清单，
明确公开责任主体、公开
形式、公开程序、公开时
限和公开内容，并制定了
公开内容标准化样本，确
保公开内容不缺项、不漏
项，便于职工群众近距离
可视化监督。

河口水务项目部：

“党史课堂”开在植树现场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吕艳红
李莉) 近日，胜利油田

供水分公司河口水务项
目部将植树活动与“党史
学习微课堂”相结合。在
孤河水库植树现场，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不仅植树
增绿，还学习了党史上的
植树节，收获很大。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河口水务项目部党支部
创新学习形式，把党史

“大主题”融入日常“小课
堂”，并结合工作实际推

出“扫码”学党史活动。
在植树现场，党支部

联合区域六家单位百余
名党员齐聚孤河水源地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党员
志愿者们分工合作、配合
默契，到处都是忙碌的身
影，挺立的500余株树苗
为水源地增添了蓬勃生
机。

“植树现场学习党史
上的植树节，让大家更有
身临其境的感觉，更能从
党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党支部书记刘军说。

商河采油管理区：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芳 )
4月13日晚，胜利油田鲁

明公司商河采油管理区党
支部“党员夜校”正式启
动，分散于多地的26名党
员端坐在手机前，通过视
频会议的形式共同学习
党史。

作为一家点多线长面
广的生产单位，商河采油
管理区党支部所属党员工
作岗位分散于东营市、商
河县城、玉皇庙镇、临邑县

等地，经常性组织党员集
中学习不仅有着工学矛
盾，更有地域和时间上的
限制。于是，这个支部探索
实施新媒体学习模式，开
辟了线上“党员夜校”，每
周拿出一个小时学党史。
每次由两名党员领读《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必学
书籍，大家结合工作实际
发表学习感悟，查找自身
不足，共商解决对策，为企
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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