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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物信物
述说述说

打造高速路上的家
刘金玉

2月 8日中午，长途运输司机陈师傅左手提着菜、
右手抱着电饭锅，快步走到湖南高速石油分公司雷锋
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厨房，开始烹饪午餐。

元宵节刚过，雷锋服务区司机之家还保留着过年
的装饰。雷锋服务区经理刘科在司机之家厨房看到
陈师傅熟悉的身影，热情地端上一道地方特色美食
——猪血丸子，并和他寒暄起春运期间的高速路况。

“你们的服务太周到了，设施齐全，环境干净整
洁，我们跑长途的一年四季都在外边，以车为家，能在
高速路上做饭、洗澡、休息，对我们来说，是不敢奢望
的。”陈师傅赞扬了雷锋服务区的服务品质和员工的
暖心服务，“而且你们的夜间安保工作做得好，我们很
多同行都愿意把车停在这里过夜。”

雷锋服务区司机之家依托服务区现有资源，提供
餐厅、停车、休息、淋浴、洗衣、干衣、汽服等“7+x”服
务项目。为防止大货车油箱、货物在服务区夜间被
盗，他们还设立了员工夜间巡查工作制度，确保进站
车辆的夜间安全，让高速长途路上的司乘人员真正能
够“喝口热水，吃口热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

“服务区就是为客户提供便利的，24小时待命是
我们的职责。”刘科如是说。他在服务区大厅的黑板
上，留下了自己和几名管理人员的电话，方便有需求
的客户能够随时找到他们。每个月，刘科都会有几次
深夜被车主叫醒的经历：有不熟悉业务流程请他帮忙
的，有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抛锚求助的，有半夜突发疾
病求助的，还有半夜迷路需要人工导航的……

高速服务区远离市区，除了为司乘人员打造高速
路上的家，湖南高速石油也致力于为员工打造高速路
上的家，让员工在服务区工作舒心、生活便利。该公
司在服务区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实行公开采购、公
开账务、公开评价，让员工吃得满意、吃得健康。为丰
富员工业余生活，他们还在服务区配备桌球、乒乓球
和练歌房等。年纪最小的 00后员工陈星说：“休息
时，可以和同事打球健身，无聊了还能K歌，感觉跟住
在家里没什么两样。”

近年来，雷锋服务区多项经营管理指标在公司名
列前茅。谈及经营管理秘籍，刘科笑着说：“要让顾客
感觉到宾至如归，喜欢到这里停留休息；让员工在这
里像在家里一样，安心在这儿工作。”

王福全 王 婷

天山南麓，大漠北缘。
“705”本是乌鲁木齐到喀什314

国道 705公里处里程碑上的一组普
通数字，却因为塔里木盆地石油工业
的发展变得与众不同。

1984 年 9月 22日，沙参二井一
声“沙漠春雷”，实现了我国古生界海
相碳酸盐岩油气首次重大突破。此
后，原地矿部从西北、西南、华北等地
抽调近 40支专业化队伍，与西北油
田的前身西北石油地质局，组成一支
6000余人的勘探“大军”，在塔里木
盆地开展油气联合勘探。这是我国
石油工业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石油
会战。

705基地位于314国道705公里
里程碑所在地雅克拉的一处院落，距
离沙参二井 30 余公里。1985 年 6
月，该院落成为原地矿部塔北油气联
合勘探指挥部所在地。此后，705基
地作为西北油田生产经营指挥枢纽，
不仅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塔里木石油
大会战，还见证了西北油田艰苦奋斗
的创业史发展史，成为西北石油人传
承石油精神弘扬石化传统的生动课
堂。

一张青年突击队合影

这是一张38年前的老照片。照
片上是 13 名青年人在井场上的合
影，照片背面有这样一句话：视死如
归，沙参二井抢险保井青年突击队临
上阵前合影，以备殉职后告慰家中亲
人。

参观 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的
很多人，都曾站在这张照片前驻足凝
视，倾听那段震撼心灵的感人故事。

1984 年 9月 22日凌晨，沙参二
井喜获高产工业油气流。油气流夹
带着地层深处的砂石喷薄而出，喷射
到几十米高的空中。井场西侧放喷
管线燃起的火焰顺着风势，在井场上
大面积燃烧起来，浓烟直刺苍穹，狂
啸声震耳欲聋。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险保井战斗，
就此打响。

钻井队队长王守忠带领卫怀忠、
杨红山等十余名青年组成抢险保井
突击队，冲在了最前面。只有他们最
了解井场的情况。

脸部、手臂被火灼得生疼，大家
坚持用血肉之躯筑起人墙，一层层包
围火势，用各种工具扑灭火苗。

火苗扑灭了复燃，复燃了再扑
灭。没有人退缩，每个人都在咬着牙
硬顶着。

经过了 56个日夜，沙参二井抢
险保井取得重大胜利，从此拉开了塔
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序幕。

这一张特殊的合影照片和抢险
保井的豪情故事，激励着一代代西北
石油人初心不改，以昂扬斗志持续唱
响“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旋律。

一句老石油座右铭

作为一名在塔里木盆地奋战30
多年的老石油，西北油田油气开发首
席专家杨敏熟悉 705企业文化教育
基地的一草一木，甚至看到院子里白
杨树上歪歪扭扭刻着的那些名字，都
能讲出一段段有趣的往事。

“在这里，老师傅们常给我们说
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杨敏说，“科研是油气突
破的关键，我们科研工作者要时刻为
解决油气生产难题创造条件。”

塔河油田稳产难度大，特别是
2018年以来，老区剩余油分布认识
不清、注水注气效果变差等棘手问
题更加凸显。杨敏带领团队持续完
善缝洞型油藏控制递减关键技术体
系，先后创建缝洞系统描述、改善注
水注气提高采收率技术等多种方
法，为塔河油田实现硬稳定提供了重
要支撑。

顺北规模上产关键期，杨敏又牵
头组建顺北增储上产项目部。他和
团队从最基础的储层结构研究做起，
在艰难中寻找开发规律。仅两年时
间，他主持创建的储层表征技术、一

套适应不同断裂特点的动用方式、八
项一体化成熟经验等成果在顺北油
气田得到全面推广，开发井建产成功
率达100%，平均单井产能较设计提
高20个百分点。

近年来，杨敏先后获得“中国石
化突出贡献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自然科学家“等荣誉称号，2022年
5月被评为中国石化劳动模范。

一对油三代姐妹花

西北油田采油一厂开发研究所
的哈萨克族姐妹杨阳、杨荣荣，每次
到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参观，看到
展室里摆放的水壶、帆布包等物品，
都感觉特别亲切。

这些老物件曾经是他们家中的
“成员”。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建
设之时，她们的父亲将它们捐献了出
来。

杨阳、杨荣荣的祖父和父亲都在
油田工作，她们从小就听着石油故事
长大，立志于建设大油田。

2012 年，杨阳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毕业后回到油田工作。一年
后，杨荣荣从合肥工业大学资源勘探
工程专业毕业后，也回到了油田工
作。

姐妹花的工作表现亮眼。2022
年，杨阳负责“底水砂岩油藏剩余油
监测及应用”项目的现场试验及验收
工作，开展剩余油监测10余井次，项
目累计增油8000吨。杨荣荣的研究
成果“创新井温图版，丰富诊断方法，
提升油井管理水平”，在采油一厂油
水井动态分析大赛上荣获一等奖。
这项成果为精准诊断异常井提供了
理论参考，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
评。

“我们厂有不少油二代、油三
代。他们和杨阳、杨荣荣一样，虽然
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但身上都有一股
能吃苦、不服输的劲头，石油石化优
良传统已经与他们的家风融为了一
体。”西北油田采油一厂副总地质师、
开发研究所所长王佳乐说。

从精神之源汲取奋进力量
——西北油田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纪实

从饭菜票到人脸识别
凌金位

1989年 8月，我来到镇海石化总厂工作，也就是
今天的镇海炼化。我还记得当年就餐时，需要自己带
上搪瓷碗、调羹去食堂，使用表面贴着透明不干胶的
牛皮纸饭菜票买饭菜。

由于牛皮纸饭菜票易损，1991年，公司推行彩色
塑料饭菜票。每隔一段时间，员工就要去食堂的窗口
买饭菜票，大家将钞票递进去，会计将箍着橡皮筯的
一沓沓饭菜票递出来。

1998年，五颜六色的饭菜票被淘汰，改用食堂饭
卡。饭卡除了在食堂打饭，没有别的功能。2015年，
公司给员工发放了新的智能卡。新卡是多功能的，除
了在食堂打饭，还可以刷门禁、公交、游泳健身等。

从2020年开始，镇海炼化陆续改造了各个食堂，
改造后交易方式更加智能：由原来的食堂师傅打饭
菜，改为自己取菜，随后付款机根据菜碟子的颜色、形
状识别菜价，通过人脸识别付款。每天中午，食堂内
虽然人头攒动，却井然有序。流水线的取菜模式，加
上智能识别，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
高质量发展。

为美好生活加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西北油田 705企业文化
教育基地一号展厅

基地名片

西北油田 705企业文化教
育基地位于新疆库车雅克拉
附近，是原地矿部塔北油气联
合勘探指挥部所在地。教育
基地于 2018 年 9 月启用，由展
厅 、陈列室 、复原室 、外景雕
塑、钻井井场、户外场景 6个板
块组成，占地 4万平方米。

教育基地展示照片 180余
幅、实物 218 件、雕塑 6 座、景
观 3 处、艺术品 2 件，众多实物
和事迹故事生动诠释了石油
精神石化传统。2019 年 7 月，
教育基地被命名为西北石油
局有限公司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工业科普基地、党性教育
基地。2022 年 8 月，被集团公
司党组命名为“中国石化红色
教育基地”。自开馆以来，累
计接待参观 350 场次 4700 人
次。

传承石油精神传承石油精神 弘扬石化传统弘扬石化传统

沙参二井抢险保井青年突击队临上
阵前合影

沙参二井抢险保井青年突击队临上
阵前合影背面

留言板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开发研究所钻
修一体化组副组长 魏鹏飞：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
希望我们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西部建设者。到西北油田工作后，我
听到很多老一辈石油人为国找油的动人
故事，也看到身边同事们不畏艰难、敢于
担当的作为。在这样的集体里，我越来
越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为此
而不断努力。

□西北油田采油一厂开发研究所油
藏研究员 周瑞松：

每次参观 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都
有不一样的感受，深深被老一辈石油人
立足沙漠戈壁寻找大油田的精神所感染
和鼓舞。新时代新征程，更需要新作为
新担当，作为一名在油田老区工作的油
藏技术人员，我将把石油石化优良传统
更好地体现在“控递减提采收”推动老区
增产稳产的具体行动中，以实际业绩为
油气田建设贡献力量。

西北油田 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全景

牛皮纸饭菜票

塑料饭菜票

新智能卡新智能卡

人脸识别人脸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