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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油田公司新港公司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李海军——

做 技 能 创 新 领 头 雁
本报记者 耿丹丹

“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刚刚结束线上知

识产权培训的新疆油田公司新港公司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李海军说。

尽管冬季天气对油田生产带来一定影

响，但李海军的工作并没有减少，15 期技术

交流、24 期冬季技能培训，仅仅是李海军过

去 2 个月工作的一部分。“我最近的工作重

心是开展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筹划组织实

施评价、组织骨干人员进行生产技术难题

攻关等。”

“干工作，就要干到最好；自己干好了，

还要教会别人。”这是李海军始终践行的工

作理念，更是他与油田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参加工作后的 28 年时间里，李海军不断

探索钻研、打磨技能。他 30 岁在油田系统职

业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被破格聘为采油技

师；32 岁成为油田公司采油专业技能专家；

38 岁又成为集团公司采油技能专家。李海

军先后获得全国石油石化系统创新人物、

200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发建设新疆”

奖章获得者、中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

工匠”等称号，成长为一名传道授业的技能

专家。

认真刻苦磨技能

1994 年，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李海军成

为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戈壁深处的井站就

是他最初工作的地方。

当时，井站有 10 个人，要管理 120 余口

油井。加盘根、进行设备维修维护⋯⋯这些

看似简单的工作，操作起来其实并不简单。

看着师傅们熟练地处理各种故障，李海军暗

下决心，要把技艺全部学会。“岗位可以平

凡，但工作绝不能平庸。”师傅们的话成为李

海军的座右铭。

1999 年，新疆油田开展标准化站队创建

工作，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繁重的工作任

务，已经成为班长的李海军拿出了舍我其谁

的劲头，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干了整整 3 个

月，给区域内的所有井都配上了标准井场，

评上了标杆站。井场变得干净整洁，保养操

作规范了，油井生产情况、运行状态更明晰，

油井产量自然而然也上去了。

2002 年起，业务扎实的李海军被新港公

司选派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技能大赛被大

家戏称为“铁人三项”：一是实际操作，要掌

握十几项操作、上百个操作要点；二是机械

制图，要绘制上百张三视图；三是笔试，要啃

下厚厚的一本采油工题库，背下好几千道试

题。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李海军连续 3 年

夺得采油工种技能第一名。

2004 年，李海军参加了新疆油田公司第

三届职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全是新疆油田

采油战线上的顶尖高手。尽管如此，扎实的

技术能力让他又一次拔得头筹。同年 9 月，

他代表新疆油田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技能竞赛，再次夺魁，破格由技师晋升为

高级技师。

好成绩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长期默默的

刻苦训练。为了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李海

军几乎每天都会早起去训练实操技术动作，

钻研专业知识。“使用很多操作和工机具都

要调动整个身体。”李海军说，快速、准确、安

全、规范，就要经过无数次训练。“我记得当

时训练套扣，这个技术动作的过程是不断重

复‘深蹲起’，套扣稳定达标时，我已经不记

得练了多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李海军说，参加竞赛是他个人能力提升

最快的几年。“技能竞赛是学科的延伸，更是

对技术水平的提升。通过比赛，才能看到自

己和别人的差距，才能明确努力方向。”

踏实钻研搞创新

“应用开瓶器的原理，我们研制出拆装

曲杆泵密封填料装置。”李海军说，这个看似

不起眼的发明，让原本需要好几个人花费

1 个多小时完成的工作，最终一个人 15 分钟

就能搞定，这个发明获得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新疆赛区一等奖。

由于工作总是围绕着设备进行，很多设

备的配件都需要经常性维修维护。李海军

常常边操作边思考：怎么能更好地挖潜增

效，提高利用率？

回收清洗润滑清蜡闸门，在重新加装

高压盘根后使旧闸门获得新生，重复利用

后，每年可节约 5 万元；发明可拆卸式抽油

机二次止动装置，消除了刹车失灵的安全

隐患；采用双向可调节的方法研制成功可

调式减震支撑器，降低了输油泵管线振动

幅度，提高了泵的使用寿命⋯⋯一个个小

而实用的发明创造，给公司和行业带来了

新的变化。

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骨干，引导更多员

工参与到技术创新中来，2013 年，李海军领

衔成立了新港公司创新工作室。有了工作

室，开展技术培训、难题攻关，公司的创新氛

围越来越浓。2016 年，该工作室被评为自治

区级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在工作室，李海军向记者展示着由他设

计的“油井套压释放装置”。“这个装置不仅

保证了稠油油井密闭安全环保生产，避免直

接外排释放套压造成的井口污染，还杜绝了

有毒气体对员工造成的伤害。”2021 年，“油

井套压释放装置”设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克拉玛依油田生产的稠油是一种非常

规状态的原油，在技术工艺和生产工具等方

面有着特殊要求，因此也被称为“原油中的

黄金”。早在 2006 年，李海军在工作时发现，

抽油机在采油过程中，套管压力过大会导致

油井产量大幅下降，这就需要人工把闸门打

开，把气排掉。“我们有 3000 多口井，每天都

要人工去排放套管气，一口井就需要花费半

个小时以上，噪音和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影响

员工身体健康。”李海军说。

如何让稠油的开发成本降下来？李海

军说，围绕这个目标，他跑遍现场搜集大量

井口套管压力数据，研究压力释放机理。最

终，李海军研发的装置完全解决了人工再去

排放套压的问题。

去 年 ，公 司 在 300 多 口 井 推 广 应 用 该

装 置 ，在 节 能 减 排 方 面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 ，

单台创造效益超 10 万元。“今年，我们还将

继续对装置进行改进，希望能应用于更多

油井，提高不同生产状态下的泵效。”李海

军说。

经过多年钻研探索，李海军累计获得国

家专利 41 项、推广操作技巧 15 项、完成成果

88 项，解决了生产现场的众多难题。

精益求精带队伍

李海军也从来没有忘记带动和培养更

多的技能人才。“油田的沃土培养造就了我，

我也想把技术和成果教给更多的人。看到

大家进步，我觉得更充实！”

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2015 年，为

更好地推广创新工作方法，李海军组建了

创新兴趣小组，利用业余时间，每周组织公

司新分配大学生及在各类竞赛中脱颖而出

的年轻员工，以现场难题为例，手把手教会

他们运用创新工具。面对生产现场出现的

诸多难点问题，李海军也常常带领大家深

入 一 线 班 组 ，进 行 难 题 会 诊 ，提 出 合 理 化

建议。

多年来，创新工作室 16 名核心成员，累

计获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 3 项、实用

新型专利 22 项，其中 10 项推广投入到生产

现场，节能增效 2600 余万元。李海军以导师

带徒的形式，收下了一大批徒弟，毫无保留

地传授自己积累的技术、经验。

2015 年，刚从设备维修调岗到生产运行

的 朱 星 源 与 其 他 几 位 年 轻 人 接 到 了 备 战

2016 年油田公司技能大赛的任务，认识了师

父李海军。

“我们都是转岗的‘新兵’，练习中工具

打滑、操作不规范的情况时常出现。”朱星源

说，李海军为了让他们在起步阶段就记住操

作规范，每次都上前示范。他经常鼓励大

家：“我刚开始工作时也什么都不会，但是

熟 能 生 巧 ，你 们 只 要 坚 持 努 力 ，一 定 能 超

过我。”

训练场上，李海军非常严格，但在生活

中，他对大家非常关心。朱星源告诉记者，

李海军记得每个徒弟的生日，训练期间还会

给大家过生日。“在油田公司技能大赛前一

周，我因为生病在医院治疗。师父打电话询

问病情，放下电话不到 10 分钟就赶到病房看

望，当时既意外又感动。”朱星源说。

在李海军的训练下，新港公司“新手团”

在 2016 年油田公司技能大赛上崭露头角，获

得 1 枚银牌、2 枚铜牌。如今已是一名技师

的朱星源说：“现在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

题还会请教师父。他是我的工作榜样，更是

我的人生导师。”

如今，李海军的徒弟中有 8 人成长为中

国石油集团公司技能专家，12 人获得新疆油

田公司“技术能手”称号，36 人获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油田公司级职业技能竞赛奖励。

李海军以“传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

卓越不凡的技能团队”为宗旨，为公司打造

出一支“有技能、有体能、有智能、有品能”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

“作为一名有 16 年党龄的党员，我会继

续发挥技能创新‘领头雁’的作用，引领众多

高技能人才在基础技能、疑难问题诊断、创

新方法普及、一线创新成果推广、后备技能

梯队培养方面发挥光和热。”李海军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绵

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日前，“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

成功。

我国在传承和弘扬非遗方面

不断取得新进展，离不开一代又一

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和努力。正

是他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传

承，非遗才得以世代相传、亘古绵

延。近年来，在非遗传承中，一些

问题逐渐显露，比如，有的非遗传

统技艺缺乏创新、逐渐萎缩，有的

非遗技艺遭遇老龄化困境、后继乏

人。这就需要非遗传承人承担起

非遗延续与发展的重任，进一步挖

掘和创新非遗之美，将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

非遗传承人要守住初心，勇担

传承使命。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独有原则，非遗传承人

应顺应时代，坚守传承，守护匠心，

诚 信 经 营 ，这 既 是 责 任 ，也 是 义

务。应以工匠精神、精益技艺传承

非遗之美，讲好非遗故事；通过开

设培训班、巡讲等多种形式，使得

更多非遗文化爱好者有机会参与

并学习传统制作技艺，让非遗传统

文化赓续相传。

非遗传承人要不断突破，持续

开拓创新。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

道，才能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非遗传承人应不断优化设计、

增加个性化方案，将传统手工艺逐

步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把非遗元素

与新国潮联动，探索发展新风尚，

为消费注入新活力新动力，助力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在充分尊重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国际设计师开展合作，推动我国更多

非遗走向国际舞台。

非遗传承人要探索方式，拓展传播渠道。非遗的表

现形式日益多样，要想获得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

关注，需要非遗传承人熟练掌握融媒体传播技术和手段，

通过制作具有吸引力的短视频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

式，充分利用各种融媒体平台进行推广传播，提高与年轻

受众的互动能力。

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应有时代的烙印。走入新时

代，非遗传承人要使出韧劲、稳劲与拼劲，努力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坚守非遗传承初心使命

温济聪

返乡创业青年葛群修——

致富路上，带着村民一起走
本报记者 刘 成

入冬后，山东青岛莱西市 20 多万亩

花生进入销售旺季。在莱西市夏格庄镇

“夏农惠”农业发展联合体直播间内，正

在进行的花生直播带货很受欢迎：每天

两个小时的直播，平均订单量 2000 单至

3000 单。“通过直播平台，花生年均销售

量达到 1000 多吨。”直播平台的创建者

“90 后”年轻人葛群修告诉记者。

和许多同龄人留在城市就业不同，

葛群修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回乡创业。“依

托原产地优势，莱西的花生很有名气。

我父亲一直在做花生收购代加工的生

意，但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长期停

留在价值链底端，利润并不高。看着父

亲奔波的身影，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

么不建立自己的品牌呢？”谈起创业初

衷，葛群修这样说。

为摸清市场门道，葛群修跟着父亲

收购了一年多花生。在这个过程中，他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电子商务平

台销售，线上市场日渐火爆。于是，他萌

生了利用电商平台创建品牌、把土花生

卖到全国的想法。

电商销售平台上，卖花生的商家众

多，怎样才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呢？葛群修的答案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产品。

“每个人喜好不同。我注意到，有些

人不喜欢那些个头大、饱满的花生米，觉

得有些油腻，反而专挑干瘪的小花生当

零食，甜丝丝的，很有嚼头。并且，市场

上卖大花生的商户居多，我如果另辟蹊

径，从干瘪花生入手，应该能较快打开销

路。”反复琢磨后，葛群修确定了自己的

经营方向。

2017 年 7 月，葛群修成立了青岛壹

斗粮食品有限公司，开起了网店。白天，

他跟着父亲收购花生；晚上，自己手工挑

拣花生、运营网店，每天都干到深夜。

创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葛群修

用“内外交困”形容当时的处境：“最初订

单量很少，经常连续几天都没有一个订

单，多的时候一天也就二三十单，除去成

本根本不挣钱。家里人也不支持，觉得

我不务正业，让我老老实实跟着父亲收

购花生。”

最艰难的时候，夏格庄镇政府向葛

群修伸出援手。“镇政府把我作为乡土创

业人才予以扶持，并邀请我参加当地‘红

枫节’农副产品销售，免费提供展位，帮

助宣传推介。”葛群修说，“现场销售和推

介的效果很好，店铺的流量上来了，访问

量、下单率、好评率都稳步上升。”

脱壳、分级、色选、人工挑拣，再到

装货、发货，葛群修一丝不苟地盯着每

一个环节，不管忙到多晚，都会认真浏

览买家的评价，并进行回复。随着网店

信 用 评 分 越 来 越 高 ，花 生 销 量 也 越 来

越高。

为了进一步把控产品质量、带动周

边农民增收，葛群修组织成立了花生种

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农户”的订

单农业模式，统一种植管理、统一收购，

吸引了周边村镇 120 多个花生种植户加

入，花生种植基地面积达到 2000 余亩，

带动当地花生年销量增加 3000 余吨，帮

助群众增收上千万元。

一人富不是富，一起富才算富。去

年，葛群修与夏格庄镇政府成立镇级共

富公司——青岛夏农鲜礼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乡村振兴红色合

伙人，统筹域内各村农产品的初加工、

销 售、运 输、贮 藏 等 ，依 托 销 售 渠 道 优

势 ，为 当 地 农 产 品 销 售 插 上 电 商“ 翅

膀”，撑起了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的“钱

袋子”。

“ 农 村 是 一 片 广 阔 天 地 ，大 有 可

为 。 我 要 一 直 扎 根 农 村 ，不 负 青 春 年

华，带动大伙共同致富。”葛群修信心满

满地说。

葛群修在进行花生直播带货葛群修在进行花生直播带货。。 魏魏 康康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李海军李海军（（中中））带领新员工开展带领新员工开展

创新研究创新研究。。蒋蒋 剑剑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李海军（左）给参加职业技能大赛的员工进行培训。 张羽琦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