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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铁人精神形成于石油大会战时期，体现了老一辈石油人的奋斗与奉献；60年后，
铁人精神继续照亮引领着新一代石油人前行的方向。 ——题记

李殷亮

2015年，刚参加工作的我，被中原油田外派到山东管
道项目部，从事油气管道巡护工作，每天要徒步 10公里。
鲁东片区，以山地为主，有植被茂密的小山，也有湍急的河
流。

我的班长鲍海涛，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师傅，在这里已
经工作30年了。黝黑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是长年风吹日
晒的印记。每逢夏季隐患排查之际，班长拿着管线探测仪
器，背一个水壶，塞上简单的午餐，就带队去巡护管道了。

在田地里，在山坡上，在村落中，在阀室内，只要有管线
的地方，就能看到班长挥汗如雨的身影。跟他在一起巡护
的路途中，有时候我甚至跟不上他的步伐。班长告诉我，他
的父亲是第一批来到中原油田的老工人，那个时候父辈就
喊出“工业学大庆”的口号。

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每次在巡护管道的路途中，在枯
燥、疲惫之际，想起父辈讲给他的那些故事，再烈的阳光也
能承受，再累的身心也会平静。管线越过的河流、穿过的村
庄，哪个地方属于高风险区，哪个地方存在什么样的隐患，
班长都了如指掌，工作细心程度令人折服。

外派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中原油田文留片区的文96
储气库项目部，这里的人和事，也同样拨动着我的心弦。

那是一个夏天，文96储气库经历第九轮注采周期。投
产前，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气流呼啸声，2号压缩机停机并开
始放空，放空火炬燃起几丈高的火焰。操作人员确认2号
压缩机二级注油器压力低，压缩机紧急告停。

大伙儿正一筹莫展，项目部副经理金永刚迅速拆卸注
油器泵到压力开关的管路接头，手动泵油，观察出油情况，
最终判断进油滤网堵塞。随即，他和抢修人员一道拆卸检
查，证实的确是滤网堵塞。维修人员清洗滤网、疏通进油管
路，回装完毕后手动泵油，注油器压力随即上升。再看看金
永刚和抢修人员，经过1个多小时高度紧张的高温作业，汗
水早已渗透了红色工服。

金永刚多次被评为厂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光是记录
问题、数据参数的笔记本就有几大本。他经常和我们说，机
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平时要多学习、求进步。

在储气库工作，冬季保供是重中之重。一天，3号站当
班老师傅程长听到值班室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储备人员
小李气喘吁吁地汇报：“程师傅，我刚才巡检时发现储8井
有白烟冒出，您快去看看！”

程师傅扔下手中的笔，一路狂奔至百米外的储 8井。
他循声辨位，再用鼻子凑近一嗅，一股难闻的臭鸡蛋味扑鼻
而来。他用手摸了摸保温层，原本应该冷冰冰的管线竟然
是热的。程师傅拿起对讲机与中控室连线：“中控，中控，3
号站井场储8井有天然气泄漏！请求关井。”

天然气榆济管道调控中心立即下达关井指令，程长关
闭正在采气的储8井，避免了天然气泄漏，随后，当班人员
对储8井进行放空。第二天，完成储8井的问题整改，又对
储气库所有井场、注采站存在的隐患进行一一排查。翌日，
我们问程师傅当时怕不怕，他平静地说：“没想那么多。”

无论是在艰苦环境中苦中作乐的老班长，还是干中学、
学中干的劳模经理，或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于奉献的程师
傅，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身边的石油人熠熠发光。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楚学朋 宋 峥

春日的阳光，掠过青黛的山巅，把井
场染成一片光的海洋，也染红了田建川
的脸。

从 2023年 1月开始，江汉油田红页
1井场上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5月，又变
成了压裂机组低沉的“嘶吼”；11月，红页
1-4HF、红页1-5HF井顺利完成了井下
油管作业。就算闭着眼睛，和气田相伴
了29年的田建川都能分辨出施工到了哪
一步。

此刻，在田建川的背后，机器轰鸣，
新净化站正在紧张地扩建施工。

2023 年底，油田鄂西-渝东红星地
区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上
榜中国石化 2023 年十大油气勘探成
果。在湖北恩施州建南镇深山中，田建
川干了12个岗位，拿了22个工种的技术
等级证书，获得了13次劳模，只为实现一
个大气田的梦想。

从1970年建南“第一井”气流喷涌，
到2023年 12月红页7HF井测试获高产
工业气流，时光悄然流过53年。江汉油
田在红星地区二叠系吴家坪组超深层页
岩气勘探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油田有望
在涪陵志留系之后，落实又一个新区新
层系万亿规模增储阵地。

站在露出地面的坚硬岩石上，田建川
似乎感觉到在4000多米深处的地下，页
岩气正蓄势待发。初春的暖阳晒在脸上
暖洋洋的，而他的心更暖，心底深处那个
埋藏了29年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一）

1970年 10月，江汉石油大会战的勘
探队伍转战鄂西南，在建南构造北高点
钻探建3井，钻出了湖北省第一口工业气
井。完井后获得最高日产达5万立方米
的工业气流，拉开了“建南气矿”的开发

序幕。
建3井的发现，不仅让江汉人在石油

之外寻找到了新的宝藏，更提前拿到了
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入场券。

随着第一代建南人安家落户，建南
的孩子也多了起来，漫山遍野地乱跑，让
大人们分外头疼。矿里的领导一合计，
去镇里上学太远且学校规模有限，干脆
咱们自己办学校吧。于是，在距离建3井
几十米外、井队留下的两排土坯房内，响
起了琅琅的读书声，田建川就是在这里
上的学。

坐在教室里，抬头，能看见山坡上的
映山红。窗外，就是安静地冒着天然气
的建3井，还有在井场上忙碌的叔叔伯伯
们。田建川知道，自己将来也会和父辈
一样，成为大山里的采气人。

然而，命运偏偏和田建川开了个玩
笑。1992年他考上了江汉油田技校，学
习的专业却是井下安装和管道安装。毕
业后回到气田，他被分配到机运队，一
干就是 10年。10年里，他把喷漆工、汽
车修理工和电焊工三个工种的技术练得
炉火纯青，就连师傅们都说：“这小子天
生就是干这个的料。”

10年后，田建川转岗到地面工程队，
设备维修、井上流程接管、江汉花园主管
水管焊接、卡车组装污水罐车，大大小小
的活儿，他干得得心应手、任劳任怨。那
些年，田建川多次被评为油田劳动模范，
2008年，田建川还被评为集团公司劳动
模范，大伙儿都亲切地称他“田劳模”。

但田建川并不满足，他没有忘记儿
时当一名采气工的梦想。直到 2018年
单位专业化整合，田建川才梦想成真转
岗成为采气工，这一年，他已经43岁了。

（二）

为了当个优秀的采气工，年逾不惑
的他短时间内就拿下了管工操作证、特

殊作业操作证、司机（门式）证等20多个
技术证。丰富的维修经验、10多年的现
场工作经验积累，让田建川很快成为采
气队骨干。

当上了采气工，田建川依旧不满足，
他发现在内心最深处，还有一个过去都
没能察觉的开发大气田的梦想。作为中
国石化最早工业化开发的气田，建南气
矿受资源禀赋和地质认识的限制，产量
一直没有大突破，油气当量在江汉油田
只能算小老弟，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兄弟
单位又打出高产气井的消息，他是既羡
慕，又失落。

2012年，在建南气田西南 200多公
里、同样被群山环绕的涪陵焦石，诞生了
中国第一个页岩气田。作为一个采气
工，守着产量刚刚过万的气井，说不羡慕
那是假的。

大气田的梦想，不仅藏在田建川的
心里，也同样藏在每个建南采气人心
里。涪陵页岩气田大开发时，他们全力
支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有技术、有队
伍、有干劲，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大气田。

科研人员从来没有忘记建南，更没
有放弃建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
里，无数科研人员在一个又一个层系中
苦苦探寻，他们的思维穿过岩层、深入地
下，在黑暗中寻找宝藏，大气田的种子悄
然萌发。

（三）

2019年 11月，江汉油田红星区块二
叠系的首口页岩气探井——红页1HF井
率先开钻。2020 年 10 月，测试获日产
8.9万立方米气流，填补了国内二叠系页
岩气勘探开发空白。

随后，红页2HF、红页3HF等7口气
井相继开钻，投产后产量喜人。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奋斗，建南气田终于站在了
天然气大发展的重要关口。

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田建川被派
到了最重要的岗位——守护红页 1HF
井、红页 1-2HF井、红页 1-3HF井等 5
口井。巧合的是，这个井场所在位置，就
是当年的建南子弟学校。

书声琅琅早已不在，但斑驳的广播
室、生锈的小铁门、长了青苔的石阶楼梯
和长长的围墙，还留在那里，像是在欢迎
田建川回来。49岁的田建川像小伙子一
样干劲十足，在建南沟长大的建南人，更
加渴望大气田。

让田建川高兴的是，2022年 9月，江
汉油田将红星地区500亿立方米增储任
务作为油气勘探“1号工程”推进部署，史
无前例地在这里部署了9口井。这既是
建南开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油田少见
的大手笔，良好的油气显示让大家对红
星充满了信心。

9 口井中的红页 1-4HF 井和红页
1-5HF井，都在田建川所在的井场上，距
离他的值班房不到200米。每天听着钻
机轰鸣，他心里格外踏实，在井场上巡检
时，脚步是轻快雀跃的。

心里有了期盼，日子过得格外快。
一年转瞬即过，数口气井相继产气。
2023年12月2日，红页7HF井测试获日
产 32.35 万立方米高产工业气流，比 11
年前涪陵第一井还要高出12万立方米。

田建川知道，大气田，已经不再是梦
想。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孔守曾

“越艰苦的岗位，越能锻炼人。”“一门手艺，学懂弄通
就够你受用一辈子。”

每当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父亲的话总在我耳
边回响，指引我前行。

父亲是一名老石油，自 1965 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转
战长庆、中原和西北等多个油田，黄土高原、大漠戈壁都留
下了他的足迹。1986年，父亲辗转千里，从长庆油田来到豫
鲁交界处的中原大地，在油田一家机械修理厂工作，一干就
是 40余年。

刚到油田，环境比较艰苦。大家都住在绿色的简易木
板房里，板房里支着四五个铁架单人床，床上挂着白色蚊
帐。那时，我跟着父亲来中原上技校，看到漏雨的木板房，
简直想哭。父亲安慰说：“这比我当兵时的环境强多了，一
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的乐观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成为我工作的精神动
力。

参加工作之初，我被分配到一个作业队倒小班。这是
个既脏又累的工作，年少的我心里觉得委屈，就给父亲打电
话抱怨。他劝我说：“越艰苦的岗位越锻炼人，不信你试
试。”那几年，我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
泥，吃了不少苦头，得到了成长。后来，无论到什么岗位，遇
到什么困难，我都能淡然以对。

父亲从事车工大半辈子。这是油田一个特殊的工种，
大到钻机部件，小到螺丝铆钉，他只要一看图纸，就能迅速
赶制出来，业务娴熟。有时，为了赶工，他能在机床前一站
七八个小时，一天下来腿都肿了也不抱怨。退休后，父亲还
接受企业返聘，他说只要自己能动就要发挥余热。

从父亲身上，我领悟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
神动力。工作至今，我一直秉承着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干劲。

父亲一生朴实、平凡，他常跟我们说：“石油人身上那种
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光荣传统不能丢，要传给下一辈人。”
如今，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着，父亲的教诲
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父亲的教诲

与气田相伴29年

永远的石油精神

青春之歌（国画） 巨庆会 胜利油田

建设者（油画） 朱庆明 金陵石化 五彩路（胶版） 王铁山 中原油田 巴蜀人家（国画） 梁亚力 川维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