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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志惠) “X4-X11井试
压前确认精细处理水的密度，试压
后保证压降小于0 . 5兆帕。我们一
定严格按标准完成。”近日，在胜利
油田临盘采油管理八区晨会上，临
盘作业区驻区联络人齐国旗一边
认真做着记录，一边回答管理区提
出的问题。

每天一上班，临盘采油厂就会
通过视频连线驻临各专业化单位，
组织召开一体化运行生产会，协调
解决区域内各单位之间的生产衔
接问题。5月份，该厂和油气井下作
业中心共同优化调整措施井计划3
井次，通过优化工序、快速捞杆等
方式抢扶躺井5口，减少作业占产
53吨。

为提高勘探开发质量，临盘采
油厂扛牢区域“片长”职责，树牢

“大运行、大生产”理念，立足独立
工矿区实际，不仅成立目标同向联
合运行项目部，建立“一体化”高效
协同机制，还建立“多维度”信息共
享机制、“个性化”效益共享机制，
构建区域“大兵团”高效组织模式。

目前，临盘油区日产量超计划运
行。

近日，临盘采油厂地质所钻井
室与临盘钻井项目部专家组成技
术团队，以商8-侧9井为示范井，现
场指导钻头型号优选、钻井和钻井
液参数优化，软件模拟优化钻进情
况。双方技术人员现场驻井指导，
分析处理钻中异常情况，有效提高
了钻中施工速度与施工质量。

经过双方研讨，商8 -侧9井
采用攻击性更强的四刀翼双排齿
钻头、钻头水眼改进、钻压和排
量提高、钻井液性能调整的措
施，平均机械钻速 4 2 . 5 1米 /小
时，较临盘工区侧钻井平均机械
钻速提高185 . 3%。二开到完钻用
时71小时，钻完井周期较设计节
约 5 . 4 天 ，井 队 单 井 节 约 钻 井
28 . 62万元，实现了早投产早见
效。

效益的大幅提升得益于“一
体化”高效协同机制和“多维度”
信息共享机制。临盘采油厂畅通
信息渠道，及时收集整理和发布
政策、项目、技术、人才等方面的

供给与需求信息，从优化流程入
手，对产能建设、项目审批、钻井
开钻等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和
整合，实现整体提速。

围绕油藏经营价值最大化，
按照不同专业特点，他们针对性
制定服务质量、运行时率、效益
提升、技术贡献、安全环保等五
大类目标体系，个性化定制激励
约束机制，实现“个性化”效益共
享。通过考核激励模式的转变，
将甲方“少花钱”与乙方“多干
活”的零和博弈转变为用“一盘
棋”思维推动价值创造。

其中，临盘采油厂与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德滨机泵服务部，联
合推进DF型注水泵提升改造项
目，实现降频减耗、挖潜增效的
目标同向双赢。改造项目包括盘
三注、盘四注在用9台DF型注水
泵，注水功能辐射5个管理区。

经测算，项目实施后，仅盘三
注水站预计日节约用电2万千瓦
时，节约下来的电费，将以效益
分成的方式兑现给地面工程维修
中心。

“一体化”高效协同、“多维度”信息共享、“个性化”效益共享，临盘采油厂：

区域“大兵团”作战，集约又高效
海洋钻井公司：

业务岗位共享实现提速提效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景超) 近
日，海洋钻井公司新胜利二
号平台配合井下试油4队进
行井口焊接固定、安装导流
管及接五寸钻具作业，以往
需要井下作业工12至14人，
实施钻井、井下一体化业务
岗位共享后，仅需要上4至6
名井下作业人员便可满足
生产需要。

所谓“业务岗位共享”
模式，即平台投产、封井施
工由钻井人员替代，平台试
油投产期间，井口操作人员
服从井下作业公司现场管
理和技术人员的指令，两家
单位共同做好风险管控及
应急演练。建立在互利共赢
基础上的运行模式，不仅根
据生产实际灵活调配人力
资源，还大幅降低刚性用工
成本和管理成本。

为缓解一线用工短缺
现状，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出
台关于加强“钻井-作业”

“陆地-海洋”“东部-西部”
之间用工余缺调剂方案，对
业务岗位共享用工操作程
序、监管指导、实施步骤、保
障措施作出明确和规范。

发挥一体化优势，钻井
和井下共同抓好修井试油
运行统筹、共享平台及船舶
坐标、优化船舶使用和施工

队伍资源等。在合作开发过
程中，双方建立运营权流
转、市场化运营、资源运行
保障机制，形成“风险共担、
合作共赢”合作联合体开发
新模式。

根据新的生产运行模
式，钻井平台试油投产期
间，井口操作人员由钻井人
员替代，不仅操作更加熟
练、提高试油时效，还节约
一线用工。

新胜利一号平台施工
的埕北246A-CP1井是海洋
钻井公司与井下作业公司
投产作业一体化进行的首
口井，井下提供技术支持，
平台员工经培训合格后参
与投产作业。

其间，平台水手进行
设备工具吊装和场地整
理，钻井液工进行压井液
和洗井液配制，各大班配
合连接防砂和酸化管线，
将平台工具共享使用。新
模式下 ，该 井 投 产 用时
9 . 2 7天，比设计周期节省
2 . 9 2天，一体化提速提效
成果显著。

“业务岗位共享降低了
井下作业用工成本，提高了
试油时效，有效实现资源互
补，对双方来说是多赢的结
果。”海洋钻井公司代表、党
委书记孟祥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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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褚新强) 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
来，培训中心紧紧围绕“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 畅通生命通
道”这一主题，通过“小角色”“微故
事”“小载体”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
式，组织干部员工讲安全、重安全，
全面提升自身安全意识和安全技
能，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月”宣教
氛围。

围绕注重用“小角色”组建“大
队伍”，培训中心把各项目部青年
骨干教师、班组群众安全监督员等
人才吸收到安全教育宣讲队伍中，
组成了一支灵活性强、离员工近的
安全教育宣讲队伍。

他们充分发挥中心“班组群众
安全监督员”群体作用，针对培训
教学的特点，系统讲解安全规章制
度、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与安全生产

相关的必知必会、应知应会能力，
确保群众安全监督员把群众性安
全生产监督延伸到教学一线每个
岗位、每个环节，确保全覆盖，不留
死角。

围绕注重用“微故事”说明“大
道理”，培训中心通过宣传栏、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用身边的
安全小故事讲明安全生产大道理，
用身边的人和事现身说法，增强安
全教育宣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间，他们用“小环境”说明
“大形势”、用“身边事”说明“大政
策”、用“活典型”说明“大责任”，深
入挖掘员工身边的正能量故事，把
员工作为故事主人公，通过讲好

“微故事”传递身边的感动，倡导大
家牢记责任使命，引导干部员工积
极投身到安全管理工作中。

围绕注重用“小载体”发挥“大
能量”，培训中心运用多种形式的

“小载体”，与受众小范围、近距离、
短时间开展交流互动，实现安全知
识传授“面对面”。

在深入开展“安全宣传进家
庭”活动中，他们通过向教职员工
重点宣传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储
能设备安全、燃气安全和用电安全
等知识，指导员工加强家庭安全防
范、掌握避险逃生技能，提升家庭
的安全应急意识，营造浓厚的安全
氛围。

在此基础上，培训中心进一
步加强雨季校园安全检查和问
题隐患整改，认真分析教学培训
运行中的安全管理特点，从教学
设备本质安全、学员纪律、劳保
穿戴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认真
整改安全隐患，坚决铲除安全死
角，做到检查到位、措施到位、整
改到位，人人尽其责，岗位无隐
患，防患于未然。

安全宣讲以“小”见“大”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培训中心“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声有色

商河采油管理区：

全面抓实承包商安全责任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高伟吉)

“放喷管线压力表过期，没
有校验，扣罚500元，定性为
一般B类问题，扣1分。”近
日，在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商
河采油管理区夏斜108井作
业施工现场，作业管理人员
对承包商进行“记分制”安
全管理大检查。

“计分制”管理，是商河
采油管理区根据油田“安全
环保行为负面清单”“鲁明
公司QHSE监督检查细则”
及“商河采油管理区QHSE
管理考核细则”等文件，针
对所有承包商及管理区业
务负责人安全检查的一种
监督手段。

实施“计分制”管理以
来，各业务口负责人每月考
核管辖的承包商安全业绩，
并公示记分情况和安全业
绩考核结果。对年度记分达
到6分的承包商，项目负责
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监
理人员、监护人员、特种作
业人员，需要进行不少于24

个小时的停工停产安全培
训，对记分达到12分的承包
商队伍，则实行禁入限制的
规定，推动安全责任落实落
地。

“一般B类问题1分，A
类问题2分，严重类问题6
分，禁止类问题12分。各承
包商根据实际情况对记分
进行分解，如果记分达到12
分，把12分分解到个人，并
把记分情况汇报管理区审
核后公示。”管理区“计分
制”负责人卢怀滨说。

他们遵循“谁发包谁负
责”“谁用工谁负责”“谁的
属地谁负责”和“安全监管”
的原则，实行“统一标准、统
一管理、统一要求、统一考
核”，并定期召开承包商
QHSE会议，开展承包商
QHSE检查，督促问题整
改。

截至目前，管理区共检
查承包商安全问题22项，扣
罚金额1 . 8万余元，进一步
压实承包商安全责任落实
落地。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
以“强化过程管控，提高作业质量”为
抓手，一季度完成作业工作量300口
井次，同比减少154口井次，累计增油
1 . 839万吨，超计划0 . 439万吨；措施
经济有效率68 . 2%，超计划3 . 2%，取
得良好效果。

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河口
采油厂深入贯彻落实油田高质量发
展要求，以价值创造为主线，聚焦年
度生产经营任务，紧盯进度目标精细
化运行，坚持做好控维护、优措施、抓
过程、夯基础工作，奋力开创增储上
产提效降本新局面。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
木水 丁洁 摄影报道

增储上产，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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