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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举行‘智汇’人才
公寓启用仪式，目的就是改善青年
人才工作生活条件，千方百计营造
拴心留人环境。”近年来，胜利油田
孤东采油厂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人
才强企”战略，统筹优化资源，搭建
竞技平台，拓展成长路径，实施多
元化、全链条综合培养，让青年人
才想干事有机会、能干事有舞台、
干成事有回报。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高洪涛

环境栓心

进了大红门，就是孤东人。孤
东采油厂党委千方百计为新入职
大学生提供优质工作生活条件，
对高校毕业生公寓进行改造提
升，配备空调、衣柜、无线网络以
及生活用品。公寓内设置了影音
天地、阅读驿站和健身空间等功
能室，为新入职大学生工作之余
彼此交流、学习与分享提供便利。

为强化内部沟通、激发团队
活力，公寓组建了自我管理委员
会，通过座谈交流、EAP服务、团
建拓展、青春联谊等方式，帮助青
年人才在思想上解惑、心理上解
压、文化上解渴，让青年人才快乐
工作、健康生活。

不仅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孤
东采油厂党委更注重高校毕业生
的心灵关爱，让他们时时感受到家
的氛围、爱的气息。每年除夕，采油
厂领导都会与留厂过年的高校毕
业生一起吃年夜饭，促膝聊家常，
让大家感受到家的温暖。

日常生活中，定期组织关怀慰

问，在高校毕业生家乡所在地发
生自然灾害时，第一时间嘱托其
与家人连线了解灾害影响情况，
有困难及时向采油厂反映，给予
组织关怀和支持。群团部门每年
至少两次组织青年联谊活动，为
未婚青年牵线搭桥，已促成10余
对佳偶走进爱的殿堂。

事业留人

2021年入职孤东采油厂的高
校毕业生蒋智威，入职不到三年，
就凭借优异的成绩走上技术管理
室经理岗位，成为注聚技术领域的
业务骨干。像蒋智威一样，入职孤
东采油厂的高校毕业生，都会很快
找到大展身手的舞台。

为推动新入职大学生成长成
才，孤东采油厂建立高校毕业生

“一人一策”成长档案，明确发展潜
质和培养方向，设计成长路径，根
据成长过程表现动态调整优化。

对于表现优异、达到阶段培养
目标的高校毕业生，适时调整到管
理幅度、难度更大的基层站或者

“三室一中心”副经理等重点岗位
锻炼，进一步提升素质能力。

该厂打破过去“论资排辈”
观念，牢固树立“不拘一格”“用
当其时”“开放包容”等理念，加
大年轻干部培养使用力度。对
于表现优异的高校毕业生，尽
快选拔到注采站站长、三室一
中心经理等岗位，为高质量发
展奠定人才基础。

据统计，近五年参加工作的高
校毕业生中，已有1人走上基层管
理岗位，8人走上注采站长或“三室
一中心”经理、副经理岗位，13人被
选拔到机关部室、地质工艺两所的
重要岗位。

岗位育才

孤东采油厂党委把高校毕业
生培养作为“一把手”工程，每年
高校毕业生报到后，第一时间开
展入厂教育，并聘任双导师指导
毕业生见习。

采油厂四个见习基地由党组
织书记抓总，优选专业技术及高
技能业务骨干担任见习指导老
师，制订周密见习计划，签订导师
带徒协议，定期组织阶段考核，确
保见习成效。

在见习内容上，实行采油、注
聚、集输、地质、工艺“五位一体”轮
岗见习。系统见习完毕后，采油厂
安排高校毕业生到地质所及工艺
所开展为期2个月的技术实习，让
高校毕业生从地质分析、调配手段
到工艺类型、适应性配套等方面有
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见习结束后，采油厂通过调
研、座谈、见习论文答辩等方式，对
高校毕业生业务承担能力、适应发
展方向及业务提升潜力等方面进
行考察测评，确定高校毕业生定向
培养方向，开展定岗锻炼。同时采
油厂组织专职副总师以上专家与
近三年高校毕业生进行结对联系，
通过指导业务工作、开展谈心谈话
等方式助力高效成长。

注采203站站长、油田“胜利新
星奖”获得者、油田文明建设先进个
人，2020年参加工作的高校毕业生
李泉峰已经成长为采油厂一名基层
技术骨干。工作中，他带领员工逐井
摸排设备设施情况，分析制约生产
时率的因素，实施“一井一策”精细
管理，注采站采油时率排管理区第
一，研发的远程自动紧皮带装置被
评为油田优秀合理化建议。

孤东采油厂千方百计营造拴心留人环境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风凰
现河采油厂创新管理

稠油调驱增油2350吨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伟 张欢
欢) 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
油厂工艺研究所稠油室副主
任王美佳乘车46公里赶到草
13-67井调驱现场进行问题
核实。原来，她在“石化通”工
作群内，发现由施工方定时
提供的压驱运行表中，压力
由半小时前的9兆帕升至12
兆帕，这引起了她的警惕。

王美佳与施工方交接的
表格，源自现河采油厂实施
的“清单化+信息化+强督导”
调驱管理办法。

据了解，在梳理前期制
定的调驱技术清单后，现河
采油厂通过不断对标对表、
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创新探
索“清单化+信息化+强督导”
管理办法，构建了“统一部
署、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强
化落实”的工作管理体系，严
格落实各项管控举措，全面
提升调驱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水平。

调驱工艺的实施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地质研究所、
工艺研究所、管理区以及施
工方的高效协作。地质研究
所通过“选井五要素、资料四
落实、分析四规范”的潜力论
证清单，再由工艺研究所与
管理区按照“方案全要素优
化、施工全过程管控、效果全
方位分析”的方案优化与督
导清单，逐项检查、逐个跟
踪，不断推动调驱工作力度。

以往选定井组调驱后，
工艺研究所作为方案的制定
方和监督方，需要在施工前、
中、后期，不断提示施工方和
管理区核实数据、进行测试、
监测药剂使用等内容，平均
每天接打40余个电话衔接协
调相关部门，推进调驱施工。

实施“清单化+信息化+
强督导”调驱管理办法后，既
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责
任，也确定了分工。“从发现
问题到解决问题，再到推动
工作，什么节点，由谁负责，
干什么事，大家相互配合，十
分默契。”王美佳说。

管 理 办 法 中 的“ 清 单

化”，采取了“技术督导+施工
配合+现场监控”模式，“信息
化”则是打造调驱信息化管
控系统，推动研究所和管理
区的两级清单管理信息化平
台建设。“强督导”则对关键
点和检查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明确责任清单，捋清岗位
职责，照单履职、按单办事、
依单追责，构建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工作责任闭
环管理体系。

王美佳查看草13-斜825
井调驱现场后，找到了出现
异常数据的原因，系添加药
剂的纹丘里出现了故障。她
将照片发到群里，施工队紧
急进行维修，按照管理办法
限定时间完成了整改。

从药剂质量、配液质量、
施工质量、HSE(健康、安全、
环境)四个方面监控施工过
程，强化全过程的质量节点
控制，也是王美佳的“清单”
内的职责所在。多方协同作
战，对调驱施工全过程中的
设备及仪器仪表不规范等问
题进行“随手拍”，并做好记
录，明确整改要求与时间节
点，确保施工安全，提高调驱
施工质量。

7月31日，工艺研究所与
管理区联合对河148-斜35井
调驱现场进行开工验收，对发
现的6项问题进行记录，并明
确整改要求和时间节点，确保
现场安全合格后方可施工。事
实上，这不再是一张问题记录
单，更是工艺研究所自己开具
的责任单，推动其集合各方力
量，提高稠油调驱全流程、全
节点、全链条工作质效。

在每月下发的《调驱工
作监督检查报告》中，详细记
录了各单位关于责任清单的
落实及扣罚情况，“清单化+
信息化+强督导”管理办法带
来了更强的执行力，让各单
位、各部门“想做事、动起来、
有方法、做得好”，有效压紧
压实了责任。

数据显示，“清单化+信
息化+强督导”调驱管理办法
实施以来，现河采油厂稠油
调驱已增油2350吨。

安全生产功夫在“事前”

“吊装抽油机时我们不能在物体下方走动，
更不能用手扶持，要用牵引绳和拉杆来完成就
位安装操作。”近日，在陈家庄油田陈319-平15
新井上机现场，胜利油田河口采油管理七区安
全员叮嘱员工要严格规范安全操作步骤，确保
安全高效施工。

聚焦页岩油、井控、硫化氢井等高风险施工
环节的监护与管控，河口采油厂建立高风险作
业专家库，严格执行“六个清楚”，建立“月度问
题预警研判”“集中动火日”等工作机制，采取

“互联网+监管”模式，推行“一看板一推送两强
化”、现场监护人员能力专项提升、施工风险专
人研判等措施，实现高风险作业精准管控。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张羽
梵 摄影报道

小药盒守护“大健康”，小征文传递“大温暖”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高勇) “这个小药盒
里装着速效救心丸，挂在钥匙扣
上随身携带方便，这对于从事户
外绿化项目的员工来说特别实
用。”胜利油田河口服务协调中心
项目二部绿化二组组长倪端说。

据了解，河口服务协调中心

员工平均年龄接近50岁，他们长
期坚守员工服务、矿区服务、油
地协调和拓市创效的一线岗位，
部分员工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
康状态，高温酷暑天气明显增多
情况下，心脑血管等疾病存在易
发高发风险。

为此，河口服务协调中心为

750多名在岗员工配发了速效救
心丸小药盒，员工在工作生活
中，如感到身体不适或遇到身边
人突发疾病，能够及时得到自我
救治或前期有效处置。

为增强员工健康意识、提升
应急自救能力，该中心组织开展
了“安全健康”征文活动，征集

各类安全健康感悟文章160余
篇，引导员工围绕健康自主管
理、防范岗位突发疾病进行学习
思考，提倡当好安全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不仅如此，安全(QHSE)管理
部通过实训实操形式，全员覆盖
进行急救知识培训，帮助员工正

确掌握常见的急救技能和AED操
作流程，最大限度提升紧急情况
下自救及救助他人的能力。

小药盒守护“大健康”，小征
文传递“大温暖”。保障员工健康
的一系列贴心举措，得到大家的
普遍赞誉，增强了员工的安全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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