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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同心共促的“双向奔赴”
胜利油田28个机关部门对56个基层单位精准帮扶

“机关为我们请来专家，讲解
了很多低渗透油藏开发的新工
艺、新技术，很受启发。”在河口采
油管理十区，机关帮扶工作得到
了员工们的认可。

去年8月，胜利油田启动机
关部门联系帮扶基层工作，28个
机关部门对5 6个基层单位进行
精准帮扶。“根本目的是要提升
基层工作水平、提升机关作风形
象。”在2023年8月10日召开的油
田机关部门联系帮扶基层工作
启动会上，油田党委提出具体要
求。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有专家
团队每月下基层，有挂职干部长
期驻基层，以“帮扶”为纽带，“到
基层去”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接
力，而“基层欢不欢迎，需要不需
要”则是对这场“接力”的考核。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万芹 赵静

一切资源向基层倾斜

“油田层面制度多，有的不适
用于基层。”刚到东胜公司牛庄采
油管理区挂职，企管法规部(三基
工作办公室 )高级主管郝凯就收
到管理区提出的需求。

“前期，我们部门为一家基层
管理区进行制度条款的梳理，形
成了一套落地方案，在牛庄采油
管理区也同样适用，解决了他们
的困惑。”郝凯第一时间帮助管理
区解决了疑惑。

帮扶不是仅限于挂职干部一
个人开展工作，各机关部门每月
都组织专家团队前往被帮扶单位
进行调研。

在这次帮扶工作中，每个机
关部门都有最适合的“角色”。纪
检监督部帮扶物资管理配送中心
设备采购部，科技管理部帮扶海
洋采油厂钻完井技术中心……

按照职能分工，统筹考虑专
业优势、管理优势、特长等，每个
部门对口帮扶两个基层单位。同
时，油田将帮扶工作与干部挂职
工作进行统筹，挂职干部作为联

系人长期驻扎被帮扶单位。
“8月，综合管理部到电力分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9月，治安保
卫部到临盘采油管理七区”……
在“机关基层结对帮扶晾晒群”
中，各部门每个月都要“晒一晒”
自己的帮扶成果。有的展示工作
成效，有的提出发现的新问题，有
的寻求“合伙人”合作解决问题。

从基层中找矛盾，从矛盾中
找路子。“展示成果，并不是让各
部门在群里‘点个卯’，而是督促
各部门多去基层，了解帮扶情况，
总结出现的新问题，制订相应的
措施，以机关主动作为带动直属
单位、基层单位积极行动，形成整
体效应。”企管法规部 (三基工作
办公室)高级主管吕卓瑞说。

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

一场技术宣讲会，不但吸引
了河口采油管理十区的技术人
员，同属一类油藏的“邻居”，采油
管理九区的技术人员也闻讯而
来。

去年10月，河口采油管理十
区提出了“低渗透油藏开发策略
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对新工
艺、新技术了解比较少”等问题，
党委宣传部立刻对接石油工程
技术研究院，邀请负责油藏保护
的专家前往管理区“把脉问诊”，
对适合该管理区的新工艺、新技
术专题介绍，受到技术人员的欢
迎。

如今，这家管理区已经和石
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达成了初步合
作意向、拟定了运行计划。

能不能为基层解决问题是帮
扶的核心。帮扶工作开展之初，各
机关部门根据被帮扶单位的短板
弱项，有针对性制定帮扶措施，同
时深入现场调研，查找更深层次
的根源问题。

在调研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滨
州服务部管网维修一站工厂化预
制场后，工程建设管理部帮扶组
结合当前油田专业化发展形势以
及该单位经营创效需求，提出了

“加强与主业单位沟通交流、整合
优化班组设置适应工程项目性

质、向高价值工作倾斜”等建议，
得到基层采纳。

面对问题，业务部门自己能
解决的就马上解决，无法解决的
联合各部门相互配合解决；遇到
个性问题制定个性化解决方案，
遇到共性问题，不仅解决还要推
广解决办法。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机关部
门积极协调资源，帮助基层单位
快速提升，形成了“处处是答卷，
时时见嬗变”的良好氛围。

以双向提升为根本目的

帮扶不是单方面“帮”，而是
机关与基层联系的“载体”。通过
这个“载体”，把油田党委的决策
部署带下去，将机关的资源精准

“投放”，同时把基层的状态和动
态带上来，为油田党委决策提供
依据，实现更大提升。

每个月，油田企管法规部总
结完善《机关联系帮扶基层工作
清单》，将帮扶情况呈报油田领导
审阅。“帮扶工作是一个长期过
程，评价效果怎么样，要看帮扶过
程中能不能解决问题，基层欢迎
不欢迎，需要不需要。”油田领导
在帮扶工作启动会上提出要求。

“针对隐患排查治理项点覆
盖不全的问题，机关部门对我们
精准帮扶，闭环整改问题30余项，
提供相关标准材料10余份，成效
显著。”鲁胜公司副总工程师、鲁
源采油管理区经理郑明元对安全
环保质量管理部的帮扶十分认
可。

帮扶工作更像是一次双向奔
赴，既是机关对基层的帮扶，也是
基层对机关的反馈。

过去，有的机关部门认为自
己干了很多工作，但是基层的认
可度不高。借助帮扶工作，机关部
门面对面倾听基层意见，检视自
身工作，进行整改提升。

2024年，机关帮扶基层工作
将持续深入开展，通过打造基层

“示范标杆”，让“标杆”发挥帮扶
带动作用，实现“岗对岗”“班对
班”精准帮扶，为基层夯基固本，
推动油田高质量发展。

胜利油田实现

二氧化碳伴生气资源化利用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王阳 ) 胜利油田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研发的
“撬装化二氧化碳驱采出
气分离提纯技术”，自去年
2月在滨南采油厂滨二首
站投入运行以来，累计处
理伴生气150余万立方米，
分离提纯后甲烷浓度70%
以上，二氧化碳浓度90%以
上，分离出的甲烷用于站
内原油外输加热，实现了
富含二氧化碳伴生气的资
源化利用，经济和安全环
保效益良好。

低渗油藏二氧化碳驱
已成为油田开发的重要技
术，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富含二氧化碳伴生气，因伴
生气中甲烷浓度低，无法燃
烧利用，亟需有效的伴生气
分离提纯技术，实现伴生气

资源的综合利用。
科研人员针对含二氧

化碳伴生气气量及气体组
份变化波动大、难以集中处
理等突出矛盾，优选膜分离
法作为采出气提纯工艺，研
发形成了“撬装化伴生气二
氧化碳分离提纯装置”，根
据滨二首站伴生气组份复
杂、气量不稳定的特点，进
一步优化了预处理及运行
工艺参数，实现装置的安全
平稳运行。

油田百万吨级CCUS
示范工程项目每年产出大
量富含二氧化碳伴生气，页
岩油压裂开发也会产出大
量高含二氧化碳伴生气，这
项技术的成功研发，将为胜
利油田乃至中石化规模化
实施二氧化碳驱及页岩油
高效开发提供了有力技术
支撑与保障。

济北采油管理区：

高效采油有“能”力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作
为一个高效勘探开发20多
年的老油区，胜利油田鲁明
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地层
能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他
们逐渐找到更适合曲堤油
田的补能方式，持续提高开
发水平。

为强化地层补能，济北
采油管理区专门成立了“注
水小组”，由注水工作经验
丰富的人员任组长，当成型
的工作指导书派发到小组
长手中后，小组成员不管是
管理区主要领导，还是技术
管理室技术人员、安全生产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
统一服从这位小组长的工
作安排。

管理区地层补能主要
面临着老油区井网制约、油
藏条件限制和多轮次注采
调配后调整效果逐渐变差
等因素。多年的探索中，他
们深入开展地质、开发、工
艺和工程分析，结合老油区
综合调整和水驱治理方案，
不断完善井网，强化投转注
井的工作，促使储量能够均
衡动用。

2023年，他们共计完成
投转注井13口，使对应油井
的液量、油量都开始呈上升
趋势，这一成绩增强了技术
人员的信心。

“效果最好的，应该是
增压注水工作。”作为注水

小组成员之一，管理区经理
劳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
注水工作中，在他看来，地
层有了能量，才能高效开
发。

曲堤油田的特点是岩
性小砂体、封闭小断块，无
法形成完善的井网，且非主
力低渗层和高泥质区块注
入困难，常规的酸化解堵增
注有效期短、成本高。

针对注入难的问题，注
水小组优选连通好、采出程
度低、剩余油富集的井组，
开展增压注水措施。配合增
压泵单体增压和配水间增
压增注相结合的方式，分类
开展高注采比短期快速补
能和仿压驱解堵的增压注
水措施。去年，这个管理区
共开展地面增压注水14个井
组，日增注679立方米，已见
效的四个井组日增油6吨。

多年来的努力，让济北
采油管理区注水工作由最
初单纯的表单化管理，逐渐
细化出曲线示意图、效果跟
踪图等，让每一口注水井、
每一个注水井组的情况都
一目了然，让整体的运行效
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
细化投转注和增压注水的
同时，重点关注分注井的测
调工作。”劳伟表示，管理区
的注水工作越来越顺畅，也
让注水工作的重点越来越
突出，“有了明确的方向，工
作会更有动力。”

油田党委宣传部组织“银龄顾问”到河口采油管理十区进行帮扶座谈。 通讯员 信超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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