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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波

文 化

信物信物
述说述说

本报讯 9月4日，胜利油田科技
展览中心“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授牌
仪式在胜利石油科技馆举行。

中国科协于 2021 年 10 月启动
此次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认定
工作。经初评、终评和公示等程
序，胜利油田科技展览中心被认定
为 2021~2025 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成为胜利油田及东营市东
营区首个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胜利油田科技展览中心将以
此次荣誉为契机，结合实际，紧紧
围绕“以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
为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
标要求，继续发挥石油行业的专业
资源优势，力求扎实、深入、有效、
全面推进石油科普教育各项工作，
为胜利油田、中国石化乃至全国科
普事业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任厚毅 赵英凯）

9 月 3 日，贵州毕节石油组织
志愿者到贵州纳雍县曙光镇现代
农业藤椒种植基地开展“献爱心助
力椒农”活动。志愿者们为椒农送

去西瓜、矿泉水等防暑物品，帮助
采摘藤椒 650 多公斤，用实际行动
助力当地椒农。图为采摘现场。

刘 丹 摄

焦 刚 陈志毅

5月1日，中国石化部署在塔里木盆
地的“深地一号”跃进3-3XC井开钻施
工。该井设计井深近万米，刷新亚洲最
深井纪录。石化机械江钻公司自主研发
的特深层耐超高温长寿命钻头成为进军
万米超深层的重要利器。

50年来，秉承“打造大国重器，支撑
油气发展”的使命和担当，江钻公司钻
头钻具研发团队一路从跟跑到并跑，再
到如今部分核心技术的领跑，在实现梦
想的征途中树立起一块块里程碑。

建厂投产，用上自己造的牙轮钻头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石油工业逐
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69 年初，江
汉油田大会战拉开序幕。当时，物资库
房里只剩下 24只钻头。拥有自己的钻
头厂，拥有自己生产的钻头，变得异常
急迫。

一定要让中国人用上自己造的牙轮
钻头！凭借着对石油事业的热爱与执
着，139名石油人从祖国各地汇聚到江
汉这片热土，担起了改变我国石油钻头
技术落后现状的重任。

建厂初期，条件艰苦，困难重重。“有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只有4间简陋工房、12台普通车床，他们
着手创建牙轮钻头工厂。新址选在原沙
洋农场养马场。他们白天一起清扫马
粪，晚上到红旗码头搬石卸沙、挖沟填
塘、筑路修房、搬迁设备。

建厂工作全面展开，钻头试制艰难
起步。创业者们用双手改换着这里的旧
貌，描绘着美好的新篇。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大家着手试
制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喷射式钻头。没
有技术和专业加工设备，他们攻坚克难
设计出了第一套喷射式钻头图纸，硬是
用锉刀和錾子在方钢上“抠”出了钻头，

各项指标均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
1980年，随着6000吨压机的投产，

一条年产15000只牙轮钻头的生产线扩
建完成，中国人从此用上自己造的牙轮
钻头。

技术研发，走上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内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加大，国产石油钻头无法解
决打深井、钻硬地层的问题日益凸显。
为此，石油工业部决定引进国外公司技
术。

“只要把钻头技术给我们，我们就能

制造出中国最好的钻头”，大家做出铿锵
承诺。经过多轮讨论，江钻公司争取到
了技术引进资格。不怕吃苦的江钻人仅
用三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五年的工作量，
消化吸收了数吨重的技术资料。

1995年，技术引进协议终止。凭借
多年积累的制造经验，江钻公司毅然丢
掉引进技术这根“洋拐杖”，组建技术中
心，成立实验室，配置国际先进的研发
实验设备，走上了自主创新的发展之
路。

“我们不仅要甩掉‘洋拐杖’，还要研
发出新产品卖到国际市场。”江钻公司焊
接工程师黄智英写下这句话。当时，国

外流行一种大尺寸中心水孔钻头，由于
江钻公司从未涉及过此类钻头的开发，
在产品研制过程中，中心水孔的焊接成
了技术难题。

为找准技术症结，黄智英坚持驻守
制造现场，细心观察记录每一个参数，创
造性提出“对修磨与焊接关键技术的处
理意见”，解决了中心孔焊接的难题。这
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仅打开了中心
水孔钻头出口的阀门，更使江钻中心水
孔钻头从无到有，销量逐年增长，创造了
巨大经济效益。

10年间，通过建立创新体系，针对
不同用户、不同钻井工艺，江钻公司开发
出个性化和功能化产品 200多种，每年
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以30%的幅度增加，
先后获得国家专利150多项、国际专利8
项，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了从引进到出口的跨越。

“制造+服务”，朝着新的目标阔步前进

前些年，低油价及产品结构调整因
素的双重叠加，给石化机械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江钻公司奋力开启了“三
次创业、重塑江钻”的新历程，把产业大
洗牌当作是与竞争对手赛跑、超越竞争
对手的一次良机。

公司深入推进服务、精益“两个转
型”，加快构建以钻头钻具一体化服务提
档升级为主体，向海工装备、化工阀门及
非油领域延展的“一主三延”产业格局，
不断构建起新的核心竞争力。

2017年，江钻公司被工业和信息化
部、工业经济联合会评为第一批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牙轮钻头获得单项
冠军产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实现油气
装备制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鼓
已经擂响，江钻公司将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助力中国油气装备制造业发展继
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庞 坚 汤国毅 陈志毅

一名电焊工成长为中国石化特级技
师，享受湖北省政府特殊津贴。集各项殊
荣于一身的巾帼工匠屈晓红，经历了怎样
的淬炼，才能走上这人生辉煌的领奖台？

走进石化机械四机公司，翻开屈
晓红26年的工作履历，她不仅仅攻
克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用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与斗志，
在石化机械挺进国际市场的征途
中，为中国制造焊上石化机械的烙
印。

“指环王”的由来

“焊接是个苦活儿累活儿，要干好可
不容易。”1997年，刚进厂的屈晓红就被
师傅打了预防针。从此，她对焊接有股
莫名的敬畏，也激发了她骨子里那股不
肯服输的犟劲儿。

“电焊电焊，蹲得腰酸，举到手软”，
一同进厂的员工都很怵电焊这个工种，
工衣被焊花烫得到处都是麻麻点点不
说，一个半跪的姿势要坚持十几分钟甚
至更长。屈晓红却笑着跟师傅说：“越是
艰苦就越能成才。”

屈晓红嘴上说得轻松，私下里却暗
暗铆上了劲儿。为了练蹲功，吃饭都不
坐板凳；为了练手稳，她在手腕上悬挂钣
手和管钳，拿着铅笔对着墙纸画直线。
骨子里的韧劲和勤奋刻苦的态度，让她
的实际操作水平提升很快，成为同行们
学习的标准和榜样。

“袜上有洞，手上留疤”是焊工们的
真实写照。然而，屈晓红却有一个与众
不同的焊疤。在一次海洋修井机甲板导
轨焊接过程中，一滴铁水不慎钻进了防
护手套，落在她左手无名指的铂金戒指
上，戒指被高温瞬间熔断，屈晓红一阵刺
痛，用力甩掉手套。

为了赶任务，这个烫伤一直在手套
里捂着，创可贴贴了揭，揭了贴。7岁的
女儿问她：“妈妈，你不疼吗？”屈晓红拉
着女儿的手说：“当专注于某件事时，就
不疼了。”一个月后，屈晓红的伤好了，却
在无名指上留下了一个环状疤痕。同是
焊工的丈夫开玩笑：“戒指没了，你却成
了永久的‘指环王’。”

10年间，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

屈晓红成为公司第一批取得国家锅炉压
力容器焊接证书和挪威国际船级社电焊
资格证的焊工，在湖北省首届焊接技能
大赛上，更是斩获电焊组银奖。屈晓红
破格由中级工晋升为焊接技师，一步一
步走向人生的高光时刻。

要当“更硬的刺”

四机公司是国内出口钻机修井机数
量最多的企业。曾经，美国纳伯斯工业
公司订购了 76台 BE550及 4台 BE770
快移快装钻机。他们对质量检测十分严
苛，每一道焊缝都要用手电筒一寸一寸
地仔细查看，不仅要求焊缝外观排列规
整，而且焊面周围都必须打磨干净，不允

许有锈迹和灰尘。
“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要让别人

无刺可挑，你就必须比刺还要硬。”面对
严苛的检测标准，屈晓红带领班组成员
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质量标准，在原有标
准上再拓宽标准，连打磨除锈区域都拉
皮尺来精确测量。当洁净平整的焊缝摆
在监理面前的时候，监理一边竖起大拇
指，一边说“Beautiful（漂亮）”。

近年来，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已成
为国内外油气发现的主阵地。要揽瓷器
活儿，得有金刚钻。四机公司启动了
9000米钻机研制工作。为满足钻机在
零下35摄氏度的作业要求，他们首次采
用了某型号高强度、高韧性、高性能低温
钢材。然而，如何保证焊缝和热影响区

的低温韧性成为一道很难逾越的难题。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资深焊
工沉默不语。

“我来！”屈晓红勇敢地揭了榜。作
为新材料焊接工艺评定电焊主操作手，
屈晓红和技术工程师一道查阅大量国内
外资料，反复实验各项焊接参数。为寻
找最佳参数值，屈晓红一遍遍地焊、一遍
遍地记录，手臂累到不能动弹，眼睛被弧
光灼得通红。

137次实验之后，他们最终找到了
最佳参数值，圆满完成新材料焊接评定
工作。屈晓红长舒了一口气。

“一定要心怀家国”

多年来，屈晓红一边工作，一边带团
队，承担了大量的技能培训任务，为公司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焊工，帮助他们学
成本领，在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

林元是屈晓红的徒弟，跟了师傅16
年。“她身上有我的影子，很是灵活。”屈
晓红这样评价自己的徒弟林元。而信晓
雯则是林元的徒弟，“讲一千遍不如示范
做一遍”，信晓雯在刚上手学电焊时，林
元总是手把手地在旁边指导，“师傅当年
就是这样教会我的。”

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这样的
师承关系在四机公司一脉相传。为了
让传承有据可依，屈晓红开办“晓红微
课堂”，制定推行焊工“岗位驾照 12分
法”考核制度，改变了部分焊工“唯进
度”的心态，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提升
了 8%。屈晓红创新工作室成立 8 年
来，完成技能创新及工艺攻关 29项，技
术革新 11项，推广先进操作法 5项，提
出合理化建议 300多项，创效 500多万
元。

在屈晓红的带领下，焊工人才辈
出。5名焊工代表四机公司参加省第八
届职工技能大赛获团体第4名，3名焊工
先后获石化机械和荆州市焊工技能大赛
第一名，2名徒弟获荆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

“一定要心怀家国。”看着徒弟们都
能独挑大梁了，屈晓红不忘叮嘱他们向
花木兰学习。木兰替父从军，为家国而
战，新时代的石化机械工人应该心怀天
下，爱国爱家，爱企爱岗，为祖国的油气
装备制造事业而战。

胜利油田科技展览中心
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贵州毕节石油献爱心助力椒农

工装的变迁

2018 年 5 月，几代仪化人身着不同年代、不同布料、不同款式、不同色
彩的工装，在涤纶一厂办公楼前集体合影留念。 刘玉福 摄

智造大国重器 服务能源发展

“指环王”的电焊成长之路

▲ 屈 晓 红 在 生 产 现
场。 汤国毅 摄

▼屈晓红（右）在现场进行技术传
授。 黄志刚 摄

屈 晓 红屈 晓 红（（中中））与 徒与 徒
弟弟。。 任文喜任文喜 摄摄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
故事会故事会

▲石化机械自主研发的钻
头钻具系列产品。

翟瑞龙

个体防护装备是安全保护的
最后一道防线，是守护员工安全的
最后屏障。工装的变化，侧面反映
了时代的变化。

1983年 1月，我进入仪征化纤
工作。入厂教育时，我知道了石油
可以造棉花，涤纶短纤维就是生产

“的确良”衣料的原料。仪征化纤
一二期工程建成后，生产的产品可
以替代 1000多万亩棉田，给全国
人民每人每年提供一套“的确良”
新衣。这让我倍感自豪。

刚进厂时，正逢冬天，厂里给我
们每人统一发了一件用蓝色劳动布
和棉花制作的大衣，又长又重。这
大衣也有很多优点，冬天防寒，在工
地上干活儿，休息时是坐垫，累了一
躺是被子。它禁洗又禁晒，禁拉又
禁拽，仪化人亲切地称之为“胥浦大
衣”。如今，胥浦大衣已成为艰苦创
业厂史教育的一个展品。

后来，我们春秋季、夏季和冬
季工装的布料逐步用上了仪化人
生产的“的确良”，冬季工装的填充
料最初是棉花，后来是腈纶棉，现
在是仪征化纤开发生产的原生三
维卷曲涤纶中空纤维，既轻又暖，
回弹也好。

工装作为劳保服，不仅要起到
劳动保护作用，面料、款式、色彩等
方面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潮流，体
现时代变化。

近年来，针对涤纶面料易起
球、纯棉衣服爱变形的不足，仪征
化纤同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承担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的超仿棉产品。我们开
发生产的仪纶纤维，是通过分子设
计和构建创造的新一代合成纤维，
是目前全球合成纤维中最柔软的，
兼具了天然纤维与传统合成纤维
的部分优越特性，又弥补了不足，
具有常压染色、抗起球和吸湿快干
等特点。

如今，仪纶纤维已在石化工装
等多领域应用，特别是在闷热的夏
季，员工身着仪纶工装，感觉更加

透气舒适。
2018年 5月，央视大型电视纪

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
开放40周年》第七集《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摄制组走进仪征化纤拍
摄“消费升级”的内容，其中有一个
场景是几代仪化人聚在涤纶一厂
办公楼前集体合影留念。他们身
着不同年代、不同布料、不同款式、
不同色彩的工装，让仪化人不禁回
首峥嵘岁月。

2018年 6月，央视大型电视纪
录片《加油！中国》的第二集《穿在
身上的石油》摄制组走进仪征化纤
及纺织服装企业拍摄，讲述中国大
力发展石油化纤工业的故事。从

“的确良”到仪纶纤维，从自主创新
开发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到聚
酯产业链，中国石化攻克了一道又
一道技术难关。

2020 年以来，仪征化纤联合
中国石化劳动防护用品检测中心
等单位，历时一年多联合攻关，利
用对位芳纶等纤维本质阻燃的特
性，成功研发出夏季阻燃防静电面
料，并制作成夏季阻燃工装。在保
障高防护性能的同时，舒适性、日
晒牢度等均得到较大提升。

2022年 8月，仪征化纤“仪特
斯”夏季阻燃防静电工服首次实现
批量生产。首批工服在茂名石化、
齐鲁石化、海南炼化、仪征化纤等
单位配备，陆续投用到部分相关接
触易燃易爆介质的岗位。

2023年 1月，仪征化纤采用熔
喷超细纤维和涤纶中空纤维复合
制成的新型保暖絮片试产成功，实
现了在同样克重的情况下保暖性
能提升30%以上，拓展了熔喷超细
纤维的新用途。目前，仪征化纤正
加快石油石化领域轻便保暖工装
的开发，让员工在冬季的室外操作
更灵活。

服装是一种记忆，是一种语
言，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工装的变
迁，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石化为有效
解决粮棉争地矛盾、改善人民生活
作出的积极贡献，也记录着仪征化
纤建厂45年奋斗的足迹。

编者按：
今年以来，石化机械以“智造大国重器 服务能源发展”为主题，举办了企业文化故事征集活动，引导广大干部员工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石油精神、弘扬石化传统。
此次活动共征集文化故事作品 138篇。这些作品大多来自基层一线，主题突出、真实感人，生动讲述了老一辈石化机械人心怀国之

大者，矢志产业报国，自力更生、甘于奉献，与我国石油工业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时代石化机械人锐意创新，
朝着油气装备制造的高地发起一次次冲锋的精神风貌；多角度呈现了石化机械服务国家战略、保障能源安全，突破“卡脖子”技术，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历程。

本版刊登其中两篇，以飨读者。

“制造出中国最好的钻头”

◀ 1975 年，工人师傅对试
制下线的喷射式三牙轮钻头进
行外观检测。

焦 刚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