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克难关创效益

长庆油田油井套管气回收一直以来是
个大难题，由于油井套管气压力低气量小
井数太多，铺设专门的管网成本太高，因此
一直以来采取的是现成放空或点燃火炬的
方式放弃回收。

2016 至 2017 年，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
景忠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景忠
峰，带领工作室一群青年在推广应用井口
快装式单流阀的过程中，发现安装了单流
阀以后的油井井口压力会随光杆上下冲程
出现压力落零的现象，按照工作室对出现
的问题绝不放过的原则，他们深入探寻问
题本质根源，并尝试利用这个现象，最终成
功研发出“油井套管气回收新工艺”，在不
需要现场提供额外压力设备和不改造井口
流程的前提下，将0.2MPa的低压套管气成
功引入到2MPa的高压集输管线中去，一举
解决了困扰长庆油田几十年的套管气回收
难题。该项成果的出现，仅在2018年冬季的
生产气荒时节就解决了二十多个站点的冬
季用气问题，仅一个小站节约的燃煤费用
就超过 20 万元，原来废弃的套管气被回收
利用，其经济价值异常巨大

工作室领衔人景忠峰今年 42 岁，是长
庆油田采油六厂的一名修井监督。从业 20
年来，他始终关注本行业在技术上的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先后解决了“井口有毒有害
气体溢出”“防喷器井口快速试压”等一系
列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工作室紧盯现场疑
难问题开展攻关，先后解决了“注水泵盘根
扳手不好用”“冬季压力表易冻坏”“大罐油
水界面探测不准”等十几个课题，研发出

“反循环涡轮钻”“剖面式取样器”等专利成
果 16 项，推广了“井口快装式单流阀”“油
井套管气回收新工艺”等一批获得长庆油
田五小成果类科技进步奖的优质成果，为
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景忠峰说：“所有成果都是来自于一线
员工反馈的难题，所有的研究都立足于业
余时间”。他们是一群不在研究岗位没有专
业编制、没有专项资金的年轻人，凭着“我
为祖国献石油”的一腔热血，走出了闪亮的
创新之路。

“景忠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仅是
长庆油田首批命名的劳模及高技能人才工
作室之一。”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李忠兴说，近年来，长庆油田始终坚持

“咱们工人有技术才更有力量”的理念，注
重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创效活力，全面落
实省总工会提出的“班组创新”“劳模创新”

“职工创新”三大行动，相继出台了“石油工
匠培育”等3项人才培养制度，广泛搭建创

新创效平台，持续开展技术大创新、岗位大
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培育了8个省部
级、23 个公司级、47 个厂处级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阵地，探索建立了“五三四”劳
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管理模式和特色展评
机制，推动了创新联盟的形成和发展，143
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217项获得省部级大
奖，580项成果在油田生产建设中得到广泛
应用。

和景忠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一
样，在金川集团公司、酒钢集团公司、白银
有色集团公司、兰州石化公司、兰石集团公
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等企业，也活跃着
一批立足岗位以优化工艺流程、解决岗位
技术难题为重点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

兰石集团邹斌劳模创新工作室针对企
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技术难题、
工艺优化、质量提升、降本增效等重点、难
点问题和重要环节，积板开展合理化建议、
难题会诊、课题分析、点题公关、项目研发
等技术创新活动、为企业创新发展献计献
策。先后参与完成《8P/9P 泥浆泵开发研
制》、国内首台《8000 米钻机研制》《核电用
螺栓保证载荷试验测量装置的研制》《数控
刀具国产化推广》等项目攻关和操作创新
11 项，获得《曲柄滑块机构多缸泥浆泵》等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5 项，1
项操作法获省级职工先进操
作法;累计创效3280余万元，
金川集团公司柴国梁劳模创
新工作室分设电解、机组、净
化 3 个创新小组，围绕生产
降低成本、节能降耗、技术改
造、技术革新、安全生产等开
展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管理
创新、技术交流等活动，推广
先进活用技术，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最大限度地影响和
带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创
新、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在 6
万吨电解项目中联合研发的
阳板排板和电镇烫洗两套机
组，使以前的人工阳板排板，
人工电镇烫洗全部由机组自

动完成，提高了作业效率，降低了劳动强
度，节约了人工。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电解
镍生产集成装置》生产的电镀专用镍、条形
镍、小英寸电解镍、镍扣等多品种产品，可
以满足航天、军工、电池、电镀等高端领域
需求，满足了国内70%的高端市场用镍。

酒钢集团王云平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
生产现场，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在新品研发
道路上披荆斩棘，成功研发锌铝镁镍稀土
合金镀居钢板，这是完全由中国企业自主
研发生产产的高耐腐蚀镀层钢板，它的超
级耐腐蚀能力已然得到海内外用户和权威
机构的认可。它不仅是中国工业产品创新
成果，还填补了国内连续热镀锌铝镁钢板
的行业空白……

一件件、一桩桩、一列列诞生在劳模
（工匠）工作室“小而管用，新而实在”的创
新成果，成为解决现场难题、实现降本增效
的“独门利器”，已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泉。在这里，勇于创新成为劳模
最鲜明的特征，劳模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探
索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成为职工自主创新
的榜样和楷模，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
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创建各级各类劳
模创新工作室1048个，其中，全国示范性创

新工作室4个。仅2018年，全省新创建劳模
创新工作室 180 个，各级工会安排下拨创
新资金，带动、影响地方和企业投入创新研
发经费 5419 万元，劳模创新工作室共完成
技术创新项目2204项，创造经济效益10亿
元，培养各类人才5406人。

劳模创新工作室所带来的效应，不仅
表现在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企业
市场竞争力方面，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劳模
和广大职工立足岗位，积极参与技术创新
的热情和创造活力，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发
展的宝贵财富。

方兴未艾增活力

为充分发挥劳模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
示范带头作用，省总工会从2013年开始，开
展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2016 年省工
会十二大将劳模创新行动列入“十大行
动”，推动建立由劳模“担纲领衔”，技能人
才和职工“唱主角”，以技术创新、技能人才
培养和攻克重点、难点问题为主要内容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得到深入发展。几年来，劳
模创新工作室逐步成为企业管理创新、技
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发射源”，成为创新
成果孕育、孵化、助推、牵引的平台，成为技
能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弘扬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促进劳动者素
质提升，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已经成为工会工作的响亮品牌。

与此同时，我省各企业在建设创新型
国家、倡导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积极弘
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纷纷建立各层
级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在工作室场
地、资金、制度等多方面予以保障。

长庆油田分公司坚持“抓创新就是抓
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理念，按照“一年
抓试点、两年广覆盖、三年创品牌”的思路，
出台了《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实施意见》，
逐步形成了“五三四”创新工作室建设模
式。“五”是指创建工作室的五有标准，即工
作有条件、攻关有人才、管理有制度、运行
有费用、安全有保障，从源头上保证了创建
的针对性；“三”是指五小创新实行项目申
请、项目运行、项目考核三项流程，注重引
导员工围绕生产难题开展技术革新；“四”
是指“四级”管理方式。近年来，通过工会协
调，长庆油田对每个公司级创新工作室给
予一次性 60 万元的费用支持；两级工会每
年给予每个工作室 10 万元的费用保障。通
过“五三四”模式的应用，保障了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的高质量建设，通过自主承接
基层创新任务，进一步形成了“要经费到挣
经费”的转变，创新能力、创新活力、创新动
力得到大幅提升，阵地作用充分凸显。

近年来，金川集团公司坚持物质奖励
和精神奖励并重的原则，充分尊重一线职
工的首创精神和成果第一署名权，提高一
线职工在创新成果中的利益分成比例和在
各类先进评选中的比率；加大创新成果奖
励力度，提高创新人才在公司的地位、荣誉
和经济收益。设立了 1000 万元的职工技术
创新专项活动基金和每年1000万元的职工
技术创新奖励资金，用来鼓励和调动职工
的创新积极性。一方面，公司加大创新设备
设施及创新原材料资金的投入力度，近三
年来，公司投入 850 多万元，用于购买职工
技术创新所需的材料设施，为职工开展技
术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司加
大了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的奖励力度，特等
奖每项奖励标准提高到 10 万元。一等奖每
项奖励 5 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 3 万元，三

等奖每项奖励2万元，优秀奖每项奖励1万
元，有效调动了职工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
性。自2016年以来，公司出资825.8万元，奖
励优秀成果 416 项。这些成果的第一创造
人、发明人均为一线职工，受到专项奖励的
职工有2400多人。

白银有色集团公司为规范有序开展职
工创新、劳模创新、班组创新活动，出台了

《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劳模创新工作室创
建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形成了完善的创
新工作制度体系，对职工创新、劳模创新、
班组创新的目的意义、组织机构、主要方
式、运行程序、日常管理、项目评审、表彰奖
励、成果应用和推广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在
劳模创新方面，有领衔人物、有创新团队、
有管理制度、有固定场所、有必要设施、有
经费保障、有创新成果、统领劳模创新工作
室创建。同时创新工作室所在单位工会都
建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管理和考核制度，
经考核验收通过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集团
公司工会给予一定的经费奖补；对公司工
会验收通过的新创建劳模工作室给予一次
性人民币 1 万元奖励，有特殊贡献且单位
投入超过10万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
同时，集团公司工会支持劳模创新工作室
创建市级、省级、国家级示范性劳模创新工
作室，凡创建成功一个市级劳模创新工作
室，集团公司工会奖励1万元；省级示范性
劳模创新工作室，集团公司工会奖励 2 万
元；国家级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团公
司会奖励3万元。

工会品牌创特色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新时期工会组织和
劳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大创举，是群
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载体，是工会推
动技术创新的有力
抓手，在传播劳动
技能、创新方法、管
理经验，推动企业
技术创新，促进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但 是 ，记 者 在
采访中也看到，劳
模创新工作室创建
工作还存在一些不
如人意的地方，如：
在一些行业和企业
还没有行动起来，
一些企业对劳模工
作室如何建、如何
创新还一头雾水，
一些已建立劳模工
作室的企业相关管
理办法缺失，一些劳模工作室还没有真正

“活”起来，一些企业对劳模工作室的资金
投入还远远不足等。

前不久，在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经验交
流会上，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
元忠，就进一步做好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
工作，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时强调，
要进一步做好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
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要提高思想
认识，找准职能定位，健全保障机制，切实
增强做好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更好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创新
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扎实推进劳模创
新工作室工作深入发展。要求，全省各级工
会要深刻认识做好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的
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总、省
总的安排部署上来，把劳模创新工作室作
为工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采

取有力措施，深化创
建工作，充分发挥创
新工作室作用，团结
引导广大职工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发挥劳模创
新工作室示范带动

“大舞台”的作用。各
级工会要通过发挥
劳模的示范引领作
用，把更多的职工吸
引到劳模周围，使越
来越多的职工聚集
到劳模创新工作室，
通过劳模创新工作

室锤炼热爱本职、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勇
于创新的品格，发挥创造热情和创新潜能，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劳模创新工作室要充
分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把自身作为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宣传队”

“大舞台”，通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弘扬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淡泊名利、敢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激发
广大职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和创新创造的热情，推动形成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气、精益求精的敬业风尚和勇于创
新的时代精神。

要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成果“孵
化器”的作用。要聚焦企业创新发展，坚持
问题导向，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企业技术
难题、瓶颈、短板上，积极主动承担创新课
题和攻关项目，最大限度发挥团队创新能
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探索与科
研机构、技术院校的交流合作，更好激发劳
模创新工作室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
成果转化中的作用。各级工会要积极搭建
劳模创新工作室成果交流、共享和推广平
台，通过职工创新成果展馆、创新成果展示
交流活动，促进创新成果更好地应用于生
产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人才培养“练
兵场”的作用。通过开展技术培训、业务交
流、师徒帮教等活动，积极发挥“传帮带”作
用，带动更多职工参与到技能培训、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活动中来，提升自身技能素
质。通过解难题、大练兵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引领职工练就技能本领，增强创新能
力，成为具有高超技艺和发明创造能力的
工匠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要注意
发挥精神引领和行为标杆的作用，以过硬
的素质本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开展名师
带高徒、传授绝技绝活等活动，在团队营造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引领团队成员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杨元忠强调，各级工会要切实加强对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积
极争取党政重视支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
通协调，努力推动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
持、工会组织、劳模挂帅、职工踊跃参与的
创建格局。要强化分类指导，引导国有企
业劳模创新工作室加强制度建设、制定
工作标准、规范运转程序，促进持续健康
发展；指导非公企业深入挖掘本企业劳
模和工匠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加快创新
工作室建立和推广，不断扩大覆盖面；鼓
励机关事业单位创建符合各自实际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进一步拓宽创建领域；探
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劳模创
新工作室联盟，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协
同放大效应。要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完善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运行、发挥作用的
制度机制，确保劳模创新工作室顺畅建
立、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宣传引导，根
据本地区、本行业产业特点，培育一些创
新人才聚集、创新能力突出、创新成果较
多、经济效益显著，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示范性创新工作室，通过组织观摩、交
流学习、召开经验交流会，发挥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引导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创
建活动。要加大宣传力度，利用主流媒体
和工会宣传阵地，采用线上线下多渠道多
方式，大力宣传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意
义、优秀创新工作室及其先进经验、优秀
创新成果，不断扩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社
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品牌效应。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发挥劳模和技能人才
示范引领作用的有效载体，是推动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重要手段，
是团结带领职工共同创新的有效形式，它使
越来越多的职工聚集到劳模周围，汲取营养，
寻找动力，把劳模创新工作室当成学习劳模
的课堂、切磋技艺的赛场、技术创新的平台和

展示风采的舞台。劳模创新工作室所带来的
效应，不仅表现在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
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劳
模和广大职工立足岗位，积极参与技术创新
的热情和创造活力，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的宝贵财富。

■ 本报地址 : 兰州市东郊巷 26号 邮政编码 : 730000 ■ 广告许可证 : 甘工商广字6200004000059 零售价: 0.74 元 ■ 照排:本报微机室 印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特别关注责任编辑:胡 江 校对:周西玲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陇原涌动创新潮
——我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一瞥

□ 本报记者 胡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