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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物信物
述说述说

河南油田水电厂开展“我为青年办实事”活动，
让新入职员工感受“家”的温暖。他们为新员工设
置小厨房，开展联谊活动，配发文体用品，并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让青工安心工作、幸福生活。图
为 11月 24日，在河南油田水电厂魏岗变电站，4名
新员工和师傅在一起包饺子。 李如飞 摄

近期，扬子石化创新基层员工心理关爱方式
方法，持续开展 EAP服务进基层，通过“4+1”（音乐
放松、游戏互动、健康分享、心理测试+个别咨询辅
导）模式，帮助员工调适心情、舒缓压力，提升团队
凝聚力。图为 11 月 16 日，扬子石化橡胶厂员工进
行 EAP游戏互动。 朱榴榴 摄 谢 宇 文

薛霄曈 文/图

“没想到，沉寂了十多年的老油罐，现在
又火了！”曾在江苏常州石油五星桥油库工作
过的周海明说。11月，经进一步改造升级，位
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油罐公园成为网红打卡
地，曾经锈迹斑斑的老油罐被重新粉刷成灰
白色，并通过开放式连廊将 4个油罐连通。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公园日均接待量达 2万
多人次，节假日超10万人次。

该公园原为常州石油五星桥油库的储罐
区，地方政府与常州石油进行资产置换后，对
该区域进行了工业遗址景观改造，建成一处
占地1800平方米、具有石化工业风格的油罐
公园，并于今年8月1日正式开放。

公园位于京杭大运河南岸玉兰森林廊

道，以大运河文化为题，以玉兰森林廊道为
带，保留了五星桥油库部分油罐和水塔等标
志性历史建筑，集纳了亲子游乐、餐饮服务和
服装销售等功能，为市民提供别具一格的休
闲社交空间。历史与现代的巧妙融合，唤起
了很多常州人的运河记忆。

当年就很红火，提油队伍排成一条
长龙

五星桥油库前身是武进煤炭石油公司
（1999年并入江苏常州石油）的油库。其油
罐是分几批建造的：第一批是 1973年建造，
包括3个1000立方米的油罐和20个50立方
米的卧式油罐；第二批是 1978年修建，包括
两个3000立方米的油罐和6个100立方米的

特殊标号油油罐；第三批是20世纪80年代修
建，包括两个 2000立方米的油罐；第四批是
1998 年大规模改扩建时修建的，包括两个
5000立方米和两个8000立方米的油罐。

“最初，公司的油都是从上海、南京买进
来。虽然买到的 66号汽油已是市场上最好
的汽油，但因炼油技术有限，这种汽油抗爆指
数低，买回来后，需要油库再进行调和，才能
储存到油罐里。”五星桥油库退休员工冒爱民
回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农业生产发展
迅速，田间地头的机械化生产越来越常见。
尤其是手扶拖拉机不断增多，汽柴油需求量
激增。“1973年建造的这批油罐是当时武进
县（现为武进区）的第一批油罐。从常州范围
来讲，那也是最早的一批油罐。之所以要修
建这些油罐，主要是为了保证生产用油。”冒
爱民回忆。

当时，油库员工最怕过冬。因为炼油技
术差，农用柴油经常被冻成一块一块的。为
了把这些成块的油融化，油库专门修建了锅
炉房和蒸汽管道，为船上的柴油加热。等这
些油块融化后，他们再把油抽到油罐里。一
船油一般是60吨，员工在冬天要忙活三天三
夜。而在夏天，这一船油只需要几个小时就
能完全抽到油罐里。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
着炼油技术的提高，柴油在冬天易冻的难题
被解决了。

“别看现在油罐公园是网红打卡地，其实
那时候，油罐的人气也非常高。”周海明介绍，
五星桥油库承担武进的汽柴油和润滑油储备
任务。当时，武进的加油站很少。人们为汽
车、机器加油，都要拎着桶到油罐所在地来
加油。市场上油量少，而需求量又大。每天，
油库门口都排着提油车辆队伍，长达数公里，
很是壮观。

最早，武进煤炭石油公司只有两辆油罐
车，后来，随着油罐的增多，油罐车的数量也

增加到最多时的13辆。此外，该公司还有运
输柴油的运输船，主要负责为有需要的乡村
送油上门。

油罐华丽变身，市民参观休闲打卡

五星桥油库承担了为城市工农业发展提
供能源的职责，是常州市的老工业代表。油
库中的油罐，是很多常州人运河记忆中的一
部分，更是当地工业发展的历史印记之一。
这座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油库，彰显了
石油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政府以最大保护为原则，将储油罐、玉兰
景观和大运河文化带融为一体，让满载记忆
的工业遗址重获新生。他们刷漆翻新了4个
油罐，布置了投射灯光。“罐墩墩”们凭借着又
萌又暖的外表，吸粉无数。在各色灯光的照
耀下，尤其是夜晚，运河畔的这个精致公园显
得格外迷人。

4个大型油罐重新打通，通过1个玻璃连
廊和两个开放式连廊连接。东侧两个油罐被
改造为购物场所，走进去就好像进入一个与
外立面油罐完全不一样的玻璃“教堂”——玻
璃镜面似一个向四周“无限延伸”的空间。

中间油罐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裸露
的罐体结构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印记，巨
大穹顶上的圆形空洞与地面圆形的下沉式空
间相呼应，阳光透过顶部的空洞洒在地面
上。若是雨天，雨水落在石子上，水声滴答，
惊艳了时光。

西侧油罐被改造为餐厅，分为上下两
层。二层餐厅有多扇大尺寸窗户，让运河景
观完整呈现在食客眼前。即使不开灯，穹顶
上巨大的天窗也能够将光线洒满餐厅的每一
个角落。

五星桥油库是城市发展和历史变迁的见
证者。如今，这个工业遗址华丽变身，以新的
身份继续为美好生活加油。

单旭泽 袁 滨

“为国找油找气，征战高原，不畏严寒，不惧
艰险，在皑皑白雪中点燃工衣红的热情，在茫茫
荒野中竖起帆布绿的希望，他们是大家的标杆，
更是我们的榜样！”11月29日，经纬公司胜利地
质录井公司新入职员工于延超翻开崭新的公司
成立40周年纪念画册，被一组10年前胜利录井
征战青海可燃冰项目的老照片吸引。

这三张老照片，同样珍藏在胜利地质录井
公司 SL288队仪器操作员王滨的手机里，因为
他就是故事中的主角，那是他在风雪交加的青
海高原施工时的珍贵回忆。这份很“燃”的回
忆，是关于一块埋藏在海拔4500米雪域高原的
可燃冰的故事。

可燃冰是天然气水合物，是水和天然气在
高压、低温条件下混合而成的一种固态物质，一
遇到火种便会熊熊燃烧，形成“冰火交融”的自
然奇观。可燃冰或埋藏于陆上永久冻土层中，
或藏于深达千米的海底，被誉为“未来的能源”。

2013年，胜利地质录井公司中标中国地质
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的青海可燃冰项目。
那年夏天，SL288队出征青海高原，坚守在探寻
可燃冰的一线。王滨作为技术骨干，成为其中
一员。

他们施工的DK-12井场位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南麓。这
里蓝天如镜、雪山林立、景色秀美，但也是高寒
缺氧、物资匮乏、地广人稀。“全年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
氧气吸不饱；八月飞雪白，四季穿棉袄。”这一顺
口溜道出了当地环境的恶劣。

在王滨和队友眼中，这里是战斗的沙场。
8月正是盛夏，内陆天气炎热，这里却时常

雪花漫天。开工后，井场上的钻机、设备都被裹
上了厚厚的绿色帆布，在白茫茫的世界中格外
醒目。到了 10月、11月，夜间气温会降到零下
20摄氏度。

DK-12井场地处高原沼泽，大型起重设备

无法吊装野营房就位。王滨和队员们住在自己
搭的简易帐篷里，经常在夜里被冻醒。因交通
不便，很难吃上新鲜的蔬菜，每次上井时，他们
就携带大量方便面、火腿肠等方便速食。有时
饮用的水是山上冰盖融化流淌下来的雪水，夹
杂着草叶、植物根茎等。当时的队长冯锐向王
滨打趣：“这喝的是天然山泉水，回家后想喝都
喝不着呢。”

有一次，王滨提着水桶取水，回来路上，被
积雪覆盖的土坑绊倒在地，脸上划了一道3厘米
的伤口。同事建议去150公里外的县城医院包
扎，但他担心往返时间长影响工作，就毅然留在
了井上，只用碘伏简单消毒处理，留下了一道伤
疤。

入冬后的夜晚，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录井
仪在户外的色谱气路容易被冻住，干燥管需要
反复更换，一夜下来，得来回跑二三十趟，这种
情况在日常施工过程中是很罕见的。王滨踏着

盖过脚脖子的积雪，小心翼翼前行。因为，积雪
掩盖了地面的坑洼不平，一不小心就可能崴
脚。早上交班时，王滨和队友常常累得腰酸腿
痛。

越是艰苦，越要干好活。冯锐经常给队员
们鼓劲：“别人干不了的，我们能干！别人能干
的，我们要干得更好！”大家听得热血沸腾。身
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SL288队作出了“缺氧不
缺斗志、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标准更高”的承
诺！

当钻探进入关键目的层开始取芯的时候，
王滨和冯锐以及甲方主管一直坚守现场，随时
关注取芯动态。

“岩芯马上出筒了！”
“这一筒岩芯的气测数值很高，很可能有可

燃冰。”
“快看，出来了，出来了，你看岩芯顶上那块

白的，很像。”

“快拿酒精灯点点，可燃吗？”
看着淡蓝色火苗在高原的寒风中“跳舞”，

王滨和队友十分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把可燃冰
从岩芯裂缝中敲下来，轻轻放入采样袋，郑重标
上记号：“井号：DK-12井；井深：388.12米；见白
色冰状晶体，沿裂隙分布，不透明，点火可燃。”

SL288队在可燃冰的勘探中，采用绳索取
芯工艺，在钻进一定深度后，下入绳索将内置
的岩芯筒提出。录井的主要任务就是检测取
芯钻进过程中泥浆气体含量的变化。在 DK-
11井完井后的资料整理中，甲方对于岩芯是否
含有油气无法判定，仅凭眼睛观察，难以分清
是油气还是泥浆残留。他们主动向甲方推荐
荧光录井检测，判断岩石含油性，进一步研究
可燃冰的油气源。甲方很感兴趣，在DK-12井
之后追加了荧光录井项目，SL288 队检测到 8
块样品有荧光显示，为甲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

在现场钻探中，钻遇煤层气、可燃冰都会引
发气测录井值的异常升高，分辨这两种气测值，
对现场的钻探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滨和
冯锐根据掌握的实钻数据，结合可燃冰形成的
原理分析，综合钻时、组分比例、异常幅度，设计
了一个计算公式，可计算出一个数值，准确区分
出两种气测值，他们称之为“可燃冰指数”。

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王滨和队友征战
高原，先后录取整理了青海可燃冰项目4口探井
的资料。2014年施工结束后，甲方的区块项目
负责人评价：胜利录井员工认真负责，敬业奉
献，积极探索创新，为可燃冰的成功钻探提供了
优质服务。

———江苏常州石油五星桥油库变身油罐公园—江苏常州石油五星桥油库变身油罐公园

““翻红翻红””的油罐的油罐我记忆中的五星桥油库

企业文化故事会企业文化故事会

一块来自雪域高原的可燃冰

经纬公司胜利地质录井公司SL288队奋战在雪域高原第一线，不畏难、不惧苦，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唤醒沉睡的清洁能源

让新员工感受“家”的温暖

2013年，SL288队队长冯锐（左）与队员王滨在位于雪域高原的录井施工现场合影。
袁 滨 摄

EAP服务提升团队凝聚力

开放式连廊将 4个油罐连通后，五星桥油库变身油罐公园。

油罐内部被改造成餐厅，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来源：视觉中国）

周海明 文/图

每次路过常州五星大桥，大运河边耸立的水塔和
一座座油罐，都能勾起我的回忆。

五星桥油库经营存储的油品品种比较全，涵盖汽柴
油、小品种煤油、溶剂油、润滑油等。油船通过运河将油
品运来，存储在油罐里，油库再通过公路发送油品。与
现在快捷的管输收油、油船泵送收油方式不同，过去码
头接卸油品是通过自吸泵收油，收五百吨的油，我得跟
四五名同事一起操作，花上五六个小时才能弄完。

以前桶装零售业务量大，一公斤袋装的润滑脂都
卖。五星桥油库建有一座非常大的润滑油桶装库房，
润滑油品种多达上百种，里面一排排油桶很壮观，品种
标识醒目。保管员非常忙碌，客户提油时保管员必须
到现场，每次出库都需要仔细检查核对。

当时，煤油、桶装柴油、溶剂油、润滑油出库的发油
鹤管像加油站的油枪一样细，每次几十个 200 升容量
的油桶，需要一个个加注，并且还要用磅秤过磅，耗时
费力。20 世纪 90 年代末，油库改扩建时建了 10 个卧
式油罐，用于储存销量大的 10 个品种的润滑油，实现
了自流发油，安全可靠、省时省力。

油库以前还有地下卧式罐，储存收发高标号汽
油。从前汽柴油发货都是利用高架罐自流发油，随着
油罐车的增多、发货量急剧增大和微机发货系统的上
线使用，高架罐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 20世纪 90
年代末改扩建时，地下卧式罐和高架罐都被拆除了。

记得油库围墙 4个角上还建有类似碉堡一样的值
勤岗亭，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站岗值勤，保卫油库安
全。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油库还
储存收发 70号含铅汽油，后来随着国家炼油技术水平
的提升和油品质量升级，到 21 世纪初就有了 90 号、93
号无铅汽油。

原来运输汽柴油，我们用的是单仓小型油罐车，一
车只能运同品种同标号的油 5~10 吨。现在储运技术
进步了，用的是双仓、四仓的大油罐车，一车可以运输
同品种不同标号的油 30~40吨。

从前油库储存汽柴油用的是拱顶油罐，储存损耗
极大，特别是夏天，打开油罐的计量口，一股巨大的气
流“呼呼”直往外窜。随着技术革新，油库改扩建时，将
拱顶油罐全部改造为内浮顶油罐，大大降低了储存损
耗，提高了经济效益，减少了环境污染。

应城市建设的需要，五星桥油库于 2011 年停止油
品收发储存功能，永久关停搬迁。为了让满载记忆的
工业遗址重获新生，政府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创业经济相融，将五星桥油库部分油罐保留改造成了
油罐公园。作为五星桥油库的员工，看到油罐公园成
为网红打卡地，记忆中的“家园”变为大众的娱乐休闲
地，我很是自豪与欢喜。

（作者原为五星桥油库化验员、计量员，现就职于
常州石油钟楼油库）

2001 年的五星桥油库，发货场地上罐车正在接
卸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