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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四厂 4-
2 班组如同一把“尖刀”一样，坚守在这里。

自 2021 年组建以来，这个由 30 余人组成的

“尖刀班”管理着 34口高产油气井，累计生产

油气当量近 260 万吨，相当于一座中型油气

田的年产量。

“尖刀班”管理着近 2000平方公里的“深

地一号”核心区块。“深地一号”工程最大钻井

深度大约 9300米，因此有“地下珠峰”之称，截

至目前，该石油基地已经发现了 4个亿吨级的

油气区。“深地一号”不仅为我国今后进军万

米深地提供核心技术和装备储备，也对国家

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火成钢

当看到“沙漠荒志向不荒，风沙大决心更

大”14 个醒目大字，魏鹏飞不由得热血沸腾：

“‘深地一号’我来了！”他毕业于中国石油大

学（克拉玛依），到西北油田后，2022 年他又

要求去顺北油气田，因为他要去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

他追随的榜样是刘守朝。2010 年，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毕业的校友刘守朝主动

选择了最偏远的西北油田，2019 年来到顺

北，在大漠里日复一日的磨砺中，将 4-2班组

打造成了“尖刀班”。在“尖刀班”，刘守朝是

班长；在“守朝夜校”，他是讲师，同时又是“刘

守朝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这里，沙尘暴一天一小场、三天一大场。

建站初期只有几间活动房来抵御风沙，水是

从沙漠外拉来的，下了班几个人轮流做饭。

刘守朝笑着说道：“苦点累点没啥，看着油田

在我们的手中由小变大，有一种自豪感。”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尖刀班”

之前，2022 年新入职的员工谢文琦对这里充

满诗意想象，很快她就体验到了刘守朝口中

的“没啥”。风平浪静的沙漠格外沉静，但瞬

间就会骤变，狂风裹挟着沙尘，如墙一般席卷

而来，天地昏黄。一次她在巡井途中突遇沙

尘暴，皮卡车行驶在沙漠搓板路上，如在惊涛

骇浪中“航行”。回到基地，发现这一趟行车

200多公里，而这就是班组职工的日常。

吃得消大漠风沙，才端得牢能源饭，30
余名员工就像胡杨一样，风刮不走沙进不

退。因“尖刀班”最偏远、任务最艰巨、最能锻

炼人，该厂将这里作为新入职员工实习第一

站，在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上，“沙漠荒志向不

荒、风沙大决心更大”的誓言响彻大漠上空，

先后有 20多名新员工在这里淬火成钢，扣好

了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

进入井场就是进入阵地

“进入井场就是进入阵地，我们都要像

‘猛虎’一样，有铁的纪律铁的作风。”7 月 23
日的班前会上，另一名班长白鸿海如是要

求。这一天，他们要对油气长输管道做一次

全面巡检，“尖刀班”管辖的油井超深、超高

压、高硫化氢，班前会上必须把当天的工作内

容、安全措施向岗位员工讲清讲透。

“猛虎”是员工薛文的昵称，他曾在武警

某部服役，2008 年汶川地震，他带领突击队

从废墟中救出了“可乐男孩”“独臂女孩”等，

荣立二等功。至今，他还保持把被子叠成豆

腐块的习惯，担当每周升国旗的护旗手。

班前会一结束，薛文等人就开始巡线工

作。7月的沙漠，天空似火烧，顺北油气田地

域广阔，井间距少则几公里，多则数十公里。

一个个小山一样的沙丘，薛文不时停下来，将

后面的班员拉上沙丘。“主干管线加单井管线

总计达 180 多公里，一年 365 日巡线路，可以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拐个弯再回来。”

他们早上出发时带着午饭，夏天好说，冬

季要吃饭时，饭菜基本都凉透了。“油气长输

管道决定着油井的安全平稳运行，发生刺漏

或外力破坏必须全部关井处置。”白鸿海说，

“为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我们成立了

‘尖刀’党员突击队，定期开展突发情况应急

演练。”

据悉，该班自成立以来连续 3 年无故障

关井、无井口失控、无违章停工。尖刀班、尖

刀突击队……这些充满军事气息的术语，让

薛文仿佛又回到军营，“在这里我还是一个

兵，任务就是守护好‘深地一号’工程。”

“少井高产”需要精细管理

“在沙漠腹地打一口井，成本上千万元，

风险巨大。好区块更要有好管理，必须做到

少井高产。”刘守朝说。

SHB4-10 是一口高产井，最大的问题就

是井口节流前温度接近 98摄氏度，超过柔性

复合管线的高温警戒线。“人发烧有退烧药，

油井发烧怎么解决呢？”一个月后，一个独具

创意的降温箱建成了，管线温度下降，完全满

足生产要求。近年来，刘守朝和创新工作室

成员先后解决生产难题 10多项，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10 项，自治区“五小”创新成果 100
多项。

向“地下珠峰”要油气，需要更精细的管

理，刘守朝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20多

口油井的参数数据。“油井是有灵性的，你对

它好，管理到位，它就会给你回报。”多年现场

工作经历，让刘守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个

人强还不够，还要变为个个强。

2022 年以来，从工艺流程、运行操作到

应急处置，刘守朝带领大家一遍遍对，一个

个过，并收集问题，有针对性组织开展“守朝

夜校”40 多次，学习内容在岗位上查找，技

能培训在岗位上开展，技能考核在岗位上

进行。

3 个班长在现场巡检过程中，如发现违

章即时制止，并现场培训直至员工规范达

标。培训时，先让学员自己找错误，再进行深

入分析讲解。针对关键操作，由白鸿海、董双

两位班长现场“情景”示范，刘守朝手指口述

讲授，“班长+讲师”把 4-2 班组这把“尖刀”

打磨得更加锋利。

日前，该厂党委已经任命白鸿海、董双两

位“尖刀班”的先进典型出任新开发区块的带

班班长。“这几年跟着‘班长’学“班长”，我对

干好工作充满信心！”董双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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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0余人组成的“尖刀班”管理着 34口高产油气井，两年来累计生产油气当量近 260万

吨，相当于一座中型油气田的年产量

在“死亡之海”征服“地下珠峰”

边境线上的“默契搭档”

阅 读 提 示
“深地一号”工程最大钻井深度大约

9300 米，因此有“地下珠峰”之称。“深地

一号”不仅为我国今后进军万米深地提

供核心技术和装备储备，也对国家能源

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杨漾

近日清晨 7点，云南红河边境管理支队训

练基地，一人一犬的身影穿梭在各个训练器械

间，“跑！”钻过火圈、翻越障碍、跳上矮墙，阳光

衬得警犬“凯旋”神采奕奕，毛发乌黑油亮。

一上班，25 岁的移民管理警察杨锦涛就

打扫犬舍卫生，观察犬的健康状况等。中途

休息时，他怜惜地抚摸着“凯旋”，注视不语，

俨然一对“默契搭档”。

万事开头难

杨锦涛和“凯旋”的缘分始于 2021 年，

“因为从小喜欢狗，主动报名去学训犬。”分犬

那天，他手里紧握着抽到的签号，目光兴奋地

搜寻那只属于自己的黑色东德牧羊犬，“凯

旋！”这只不满一岁的小家伙直直竖立着耳

朵，在笼子里不停扑腾。

为了尽快和“凯旋”建立信任，杨锦涛吃

了不少苦头。刚开始训练时，“凯旋”经常不

听指令擅自行动，杨锦涛常是满训练场追着

它跑，可是越追它跑得越兴奋……

“最难的就是开始。”这个毫无经验的年

轻人意识到，“在很多人眼里，警犬训导就是

‘训训犬、遛遛狗’。可真正接触了，才知道这

份工作，需要在日复一日艰辛而枯燥的训练

中坚持下来。”

“凯旋”的定位是搜毒和追踪，为了训练

出招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警犬，杨锦涛每天都

要训练警犬坐、卧、立、定、随行等基本功，并

开展不同天气、环境下的模拟场景训练，以提

高警犬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实战能力。“每个

科目的训练都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凯旋’才

能形成条件反射。”在成百上千次的训练里，

杨锦涛不断挑战自己耐心的极限，一点一滴

建立与“凯旋”的默契。

不可替代的“警用装备”

“凯旋”于杨锦涛而言，是不可替代的警

用装备。

训练警犬，脏、累、险、苦是常态。在训练

中，杨锦涛就多次被“凯旋”误伤。对于从大

腿到手臂的五六处犬伤，杨锦涛笑称每一处

都是“战士的勋章”。

去年 8 月，“凯旋”被挑选参与安保维稳

演练，“‘凯旋’要当众表演基础科目和毒品搜

索，我加班加点训练了很久。”

第一次，杨锦涛将毒品藏在了车左前轮

的轮毂内侧，约半个小时后再让“凯旋”进行

寻找。听到“搜”的指令后，“凯旋”沿车周围

绕了几圈，即锁定了毒品所在具体位置，并坐

下提示训导员。

第二次，杨锦涛又布置了几个嗅味罐，将

毒品藏在了其中一个罐子里。不大一会儿，

“凯旋”又准确地找到了毒品所藏的具体位

置。得到训导员的抚摸表扬后，“凯旋”激动

地直摇尾巴。

为了顺利建立起对目标气味的联系，杨

锦涛耗费大量精力捕捉“凯旋”的行为习惯，

不断确定阶段性演练目标。每当“凯旋”动作

规范或是取得进步，杨锦涛都会大声激励，

“要培养出一条能实战的警犬，至少需要 1年

甚至更久。”

相伴到生命的尽头

巡逻警戒是警犬的日常工作。边境派出

所辖区一边是村庄，一边是边境线，复杂难管。

“边境便道隐蔽，管控难度大，凯旋能提

供很多帮助。”每次巡逻，“凯旋”嗅过的地方

杨锦涛都会细心地扒开草丛，再探查一遍。

缉毒犬训练是一项极其细腻而艰难的工

作，“凯旋”的成长倾尽了杨锦涛的心血。“平时

对它要求严格，但是‘凯旋’心性还是个小孩

子。”为此，杨锦涛给“凯旋”准备了各类玩具，

“有球、毛绒娃娃，‘凯旋’不挑，啥都喜欢。”

“警犬生病多、寿命较短，都是因为工作

环境造成的。搜索时，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

吸进去的灰尘、毒气，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巡逻时跑几十公里，以后腿脚都不会太好。”

杨锦涛说，从入选开始，是自己把“凯旋”抱回

来，跟养孩子一样，操心着衣食住行，一点一

滴学会本领，就算“凯旋”退役了，自己也要照

顾它，然后相伴到生命的尽头。

打造城市

亲水空间

9月 5日傍晚，一艘游船在北京亮马河
中缓缓行驶。

据了解，亮马河的滨河空间原本破碎、
狭窄，功能单一，是北京市治水的重点。
2019年，北京朝阳区启动了亮马河国际风
情水岸项目建设。经过四年的建设，如今
的亮马河畔已成为一个集水安全、水生态、
水环境、水文化、水景观、水经济于一体的
国际风情水岸，项目获评首批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成为市民青睐的
城市亲水空间。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深挖管理潜力
日产原油增长

本报讯（记者周怿 通讯员庞世乾 谢元

军）近日上午 9时，根据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

指令，乔飞开始对新立河井工厂的油井开始

取样，先在取样口下方的水泥地面上铺上毛

毡，转动放油嘴，让弯曲的嘴口朝下，套上专

用袋放掉一部分原油。

“这一部分原油是‘死油头’，上次取样时

留在管线里，这次取样化验不能用。”乔飞是

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采油管理三区注采一站

的采油工，注采一站管辖的新立河井工厂位

于平方王油田，2022 年底，23 口油井和 22 口

水井全部投产。

这是该地第一座注采一体化的井工厂，

注采一站站长范鹏介绍，井工厂投产之初，日

产原油 44吨，半年过去，产量持续攀升，多出

16吨，稳定在 60吨以上。

多出的 16 吨原油是怎么来的呢？范鹏

认为，得益于深挖职工思想、管理和效益潜

力，实现思想破墙、管理升级、效益提升，打造

井工厂的管理和效益样板。

新立河井工厂建成后成为焦点，管理区

对新立河井工厂新型目标责任制试点，经营

团队提出“冲得上打得赢、精管理会算账、懂

经营能创效”的团队目标。

今年 5 月的一天，一口油井因原油高凝

导致跳闸停井，自动开井不成。乔飞跟责任

技师一道加入改进配伍的油性降粘剂后，人

工上下活动光杆 20多分钟，这一过程相当于

把降粘剂和原油搅拌均匀，降低了负荷，顺利

开井。

“不光是开井时率，躺井率、材料费等效

益指标都考核到个人了。”范鹏说，开展“小指

标”竞赛，同步推出考核激励办法，调动起员

工攻坚创效的积极性。

据悉，今年上半年，注采一站人均绩效同

比增加 5274元，比管理区人均绩效多出 1800
元。其背后是生产原油超计划 870 吨，超额

完成利润 45万元。

民 声G

期待更多劳模工匠
走进中小学课堂

肖哲

今年开学季，多地中小学请来劳模工匠为学生们开

讲“开学第一课”，有的学校已经形成了劳模进校园的传

统，以上海市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为例，今年是该校

开展劳模进校园活动的第 18 年。劳动模范与中小学生

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不仅给学生们上了一堂难忘的思

政教育课，也让学生们从内心深处感悟到劳动的意义，体

会到劳动的光荣。

劳动教育本来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中不可缺少

的一环，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举措，但实际

上，对于部分学校而言，劳动教育也是“五育”中相对薄弱

的一环。一些人简单将劳动教育理解为“教学生劳动技

能”，或者是“让学生劳动”，但却忽视了学生劳动精神面

貌和劳动价值取向的塑造。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劳模工匠来开讲“开学第一课”，

让他们与中小学生实地交流，对于教育和引导中小学生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大有助益。对于学生们来说，劳模现场讲学是一次宝

贵的思政课，也是难以替代的思政课。正因如此，中小学

与劳动模范的“牵手”，不要止步于一次“第一课”，而是要

长期合作，比如，可以将劳动模范授课引入到日常的思政

课体系之中，再比如，可以请劳动模范参与学校劳动教育

方案的制定。劳动模范所在的企业，在确保环境安全的

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中小学生校外的实践基地，为中小学

劳动教育和校外实践拓展相应资源。

这是因为，部分中小学在劳动教育方面，教学资源存

在匮乏现象，教学手段过于单一，与德育、智育、体育和美

育教育存在割裂情况。劳动模范对于学校劳动教育的长

期参与，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探索劳动

育人新模式，构建劳动教育新样态，并为校内校外的劳动

教育注入新活力。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必要引入数字化手段，比

如将劳模工匠授课引入到校方育人的网络空间之中，打

造数字化的劳动教育平台，既让学生易于接受，也能提高

劳模工匠进课堂的实际效能，构建劳动教育新样态，并让

这样的优质劳动教育资源覆盖到更多学校。

光伏项目并网发电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宋进）9 月 8 日，由中铁建设建

筑科技公司施工建设的国能联合动力技术（保定）有限公司

5.67MW 屋顶光伏项目完成发电调试，且顺利并入国家电网

通电，在满足厂区“自用”的前提下，实现了“余电上网”。

在新能源助推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京津冀是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区域。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锚定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在清洁能源利用上不断发力。该项目位

于有着“中国电谷”之称的河北省保定市，项目利用厂区屋顶

闲置资源，敷设 8527 块装机容量为 5670KW 太阳能光伏板，

相当于 7 个足球场面积。该项目 25 年经济周期内，累计发电

量约 1.6亿度，可满足 3000户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同传统燃煤

火电站相比，本项目可节约燃煤 4.6 万吨，减少碳排放 12.7 万

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2000亩。

北京丰台民生领域多个事项“一证（照）通办”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林瑶）近日，为进一步方便企

业群众办事、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北京市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

推出 2023年民生保障领域 10个“一证（照）通办”事项，至此丰

台区“一证（照）通办”事项已增加至 83个，数量居全市第一。

“前期咨询工作人员如何现场办理申请，告知我带上身份

证就可以，今天不到半小时就办好了，省时省力更省心。”日

前，通过“一证（照）通办”方式办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的李先生高兴地说。

据了解，“一证（照）通办”是指办事企业群众仅需提供最

多一项证照材料（含电子证照）即可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的办

理，包括无需提供证照材料的“零材料”办理。

政府部门用这一个证件，就能直接从“后台”调取其他相

关材料，无需办事人再提交证照。相当于把种类繁多的材料

证明全都放在了“云”上，利用大数据提升审批效能，让企业群

众感受到信息化技术带来的便捷高效。

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 5 层的社保专区，办事企业群众

通过人脸识别、企业法人授权码等方式将电子证照授权给窗

口工作人员以调取事项所需的电子证照，再由窗口人员转递

至审批人员进行核验，所需的纸质材料如可调取则无需携带，

材料从原来的 2-3种减少到 1种或零材料办理。

此次由丰台区政务服务局和区人力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

的民生保障领域“一证（照）通办”，涉及灵活就业人员新参保

登记和增减申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等 10个事项。

社区趣味运动会迎亚运

9月 6日，浙江省湖州市飞英街道米行街社区统战之
家邀请辖区内的侨胞、侨眷与湖州市第十二中学学生、居
民代表一起在湖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开展别开生面的“侨见
飞英·同心迎亚运”社区趣味运动会。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