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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剑坚（右）在动车组模拟驾驶设备上

指导同事操作。 李 辉摄（中经视觉）

炼就石油行业“技能标杆”
——记大港油田集团有限公司一线采油工人赵常明

本报记者 周 琳

在希望的田野上逐梦

李丹丹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动车指导司机冯剑坚——

与“ 复 兴 号 ”一 起 奔 驰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上图 赵常明在注水井上

更换水表数据线。

左图 赵常明在阀组间收

集核对数据。

胡 瑶摄（中经视觉）

深夜的灯光下，中国石油大港油田集团

有限公司采油三厂作业一区工人赵常明仍

在盯着电脑显示屏，浏览油井相关数据。

这是赵常明连续跟踪“掺水降温后对稠

油井影响的分析与优化”项目的第 5 天，他要

利用夜晚值班时间，梳理出油井变化规律，

制订下一步护理措施。

扎根采油一线 32 年，赵常明不知度过

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分

析油井、查找变化、攻坚克难，完成了 100

多万字的“油水井动态分析教材”，解决上

百次生产中的难题，获得 27 项国家专利，

实现岗位创新创效超千万元。赵常明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国家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中国能源化学地质

系统“大国工匠”等荣誉称号，他负责的工

作室被授予“技能大师工作室”。

挥汗如雨的“技能路”

2001 年，赵常明被大港油田三厂作业区

领导推荐参加采油厂技术比武。到了培训

场，赵常明才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离标准操

作差了一大截，更别说拿到好成绩了。

短暂的沮丧后，赵常明下定决心使劲练

习技能。

返回岗位后，他准备请示站长，让他与

其他参赛选手一样参加脱产培训，但一直

到下班时间，他都没有说出口。因为工作

繁重，他和同事非常劳累。“要是自己脱产，

活儿就要分给其他同事，他们就更累了。”

他说。就这样，他白天认真工作，晚上和节

假 日 放 弃 休 息 ，全 身 心 投 入 技 能 项 目 练

习中。

为了把“调整游梁式抽油机平衡”项目

练好，赵常明在指导老师那里记录了全部要

点后，顶着烈日开始训练。衣服被汗水反复

浸湿，手掌被滚烫的撬棍磨得生疼，他仍然

坚持着，直到整套动作比规定时间提前 62 秒

完成才肯罢休。

“回家后，他都快虚脱了。”妻子王丽说

话时眼眶已经湿润，赵常明却笑着说：“我终

于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值了！”

在这次比武中，赵常明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之后，他连续 3 次参加油田公司大比武，

都取得了好成绩。2006 年，他参加中央企业

技能大赛并摘得银奖，当年被大港油田聘为

采油工高级技师。

“赵常明走到今天不容易，不知道吃了

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身上有一股不服输

的劲儿。”师傅黄兴鸿说。

从来到大港油田采油三厂作业一区管

理一站的那天起，“业精于勤荒于嬉”就成为

赵常明的座右铭。

为了快速提高岗位技能，赵常明为自

己定下“业务技能必钻、岗位级别必过、

技术比武必胜、生产难题必破”的学习目

标，把闲暇时间都用在研读理论知识、钻

研业务、操练技能上，并养成“一天 2 小

时、一周一课题、一月一总结”的

学习习惯，在干中学、在学中

悟，写下了近 15 万字的

学习笔记。

艰辛跋涉的“技师路”

成为采油工高级技师后，赵常明认为，

做好“传帮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承是他

的责任，他希望带动更多的产业工人成才。

“赵老师讲课生动，内容实用性强。”新

到岗的大学生职工宁鹤飞说。

为了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赵常明要把

每口井、每台设备、每个工程的性能、特点、

原理都摸清。所以，他每天除了总结油井管

理特点，就是到现场研究。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终于完成了 1.5 万字的“常明宝典”，为

每口井、每台设备制定了“管理法”。“为了方

便培训学员，他总结出这套办法。他培训学

生特别用心。”技能专家王世谦说。

王世谦是赵常明的徒弟，他的机械绘图

能力出众，却因在 2006 年的技能竞赛选拔中

落选受到打击，想要放弃技能发展这条路。

赵常明一次次找到王世谦对他耐心开解，直

到他回心转意。2010 年，王世谦在中国石油

采油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铜牌，并成

为大港油田讲授机械制图的首选教师。

赵常明负责的技能培训工作得到学员

的认可，创下了岗位考试连续 3 年第一的纪

录，并成为资深培训教师。他还义务培训

3000 多名油田员工，带出全国劳动模范宫艳

红、全国技术能手冯峰、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韩伟、集团公司技术能手刘永保等技术能

手，培养出 11 名技能专家、7 名首席技师、29

名高级技师、47 名技师以及上百名高技能

人才。

汇集智慧的“创新路”

2010 年，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成立

“常明创新工作室”。赵常明把“岗位创新

创效”这一担子挑在肩上，带领工作室成

员攻克了一个个生产难题，突破了一项项

纪录。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的舞台在一线，

我的目标是攻坚克难。”赵常明说。

“常明创新工作室”组建初期，没有太多

经验可以借鉴，赵常明就一边学习，一边在

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为了解决自来屯油

田出砂问题，他在翻阅大量地层、油藏、地质

资料的同时，积极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还

特地向钻井单位的师傅请教，收集大量与自

来屯油田地质状况相近的岩石、砂样、油样，

梳理出 15 项关于出砂区块的管理办法，为老

油田稳产、出砂井稳产治理等难题攻克提供

了详细依据。

“基层职工敢于创新、勇于创新，是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赵常明走在前面，

给全体基层员工作了表率。”大港油田作业

区经理马飞说。

2014 年，某型号新油井开井。为摸清新

井的生产特点，赵常明带领徒弟对油井负荷

变化过程、地下掺水试水过程进行全程跟踪

和调整。

单纯的试水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尝

试下调冲次与试水相结合的方式呢？天色

渐晚，油井负荷变化仍在加剧。一个晚上，

赵常明和团队先后换了 7 次水嘴，调了 6 次

温度，调整了 3 次工作制度，油井终于恢复了

正常。

“只要跟赵老师一起工作，就有使

不完的劲儿。”大港油田采油三厂作业一区

管理站站长张呈峰说。张呈峰也是赵常明

的徒弟，从接到“掺水降温后对稠油井影响

的分析与优化”生产难题攻坚项目，已经连

续跟进 38 天，在赵常明的指导下项目初见

效果。

在长期摸索和实践中，赵常明带领徒弟

总结完成了“一提两稳三动”的开发管理模

式，编写了《稠油开发管理三字经》《自来屯

油田油井管理要诀》，提炼了“四级四类管理

模式”管理方法，带头编印《常明宝典》，编制

“油水井百度软件”，帮助管井工及时处理油

水井生产难题。赵常明和团队以“稳压抑

砂、限注控砂、温调稳砂”等方法，攻克自来

屯油田生产出砂问题严重的难题，年累计创

效约 260 万元；用“三控工作法”解决了两台

燃气加热炉用油难题，日节省燃油 3.5 吨，月

增原油 400 多吨，年回收天然气 80 多万立方

米。由他主导完成的“抽油机井多功能呼吸

阀”“自制多功能座卡”“确定抽油机用电量

的方法与装置”“抽油机井能耗计算和预测

方法”等 27 项成果获国家专利，直接创效超

3000 万元。

心中有明灯，无畏前路险。“作为采油技

师，我要把光和热散发在一线生产中。我将

继续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人员，助力我国油

田高效开发。”赵常明说。

日前，150 余名“ 农创客”

齐聚浙江省建德市，参加第四

届长三角大学生农创日活动。

建德市将每年的 6 月 5 日设为

“建德农创日”，旨在提高“农创

客”的社会地位，吸引更多青年

人才。

在乡村振兴浪潮中，返乡

创业成为新风尚。“农创客”可

能是放弃城市生活、返乡创业

的青年人，可能是在田间地头

带领乡亲探寻致富密码的大学

生，可能是助农直播间里为农

产品带货的新农人主播⋯⋯他

们为乡村发展带来澎湃动力。

广袤的乡村大地，正成为

广大青年施展拳脚的舞台。无

论是从事种植业还是发展农村

电商、经营乡村旅游，只要视野

开阔、思维活跃，踏实肯干、敢

闯敢试，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有越来越多善学习、肯钻

研的年轻人返乡，不断投身乡

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数据显

示，2012 年至 2022 年底，我国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

到 1220 万人。

这些年，为了实现农业和

人才愉快地“双向奔赴”，支持

返乡创业的政策不断出台，为

返乡创业人才投身农业农村提

供良好保障，优良的创业环境、

可期的发展前景，也吸引更多

人返乡创业。作为“农创客”，

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成长？

一是敢于吃苦，挑战自我。对于立志返乡创业的

“农创客”来说，既要保持热爱，也要脚踏大地，做好经

受失败的准备。很多“农创客”都是经过了一次次挫折

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最终才有所成就。

二是善于观察，潜心钻研。远离城市快节奏的生

活，并不意味着就此“躺平”。“农创客”要沉心静气，善

于观察，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依托地方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做好特色文章，努力开发更多乡土食品、

乡土工艺、乡土文化产品，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打

造具有竞争力的“金字招牌”。

三是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农创客”应充分发挥聪

明才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应

用新技术、新模式，并为有需求的农民开展技术帮扶，

帮助更多农民掌握一技之长。《2022 年全国高素质农

民发展报告》提出，65%的高素质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

辐射带动作用，平均辐射带动 21 户周边农户。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青年选择离乡是

为了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而选择返

乡则是用专业、热爱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实践的热

土正等待心中有梦的“农创客”，期待他们能够将新理

念、新思路带回乡村，实实在在干出一番事业，与广大

农民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逐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机辆段动车指导司机冯剑坚是“全路技

术能手”，也是机辆段里的“王牌”火车

司机。

他驾驶过的车型有 28 种，驾驶列车

1.2 万趟，总里程 350 多万公里。他对标

停车误差不超过 5 厘米。从火车司机成

长为动车指导司机，冯剑坚在岗位上不

断精进。

2002 年 5 月，冯剑坚进入铁路系统

工作，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干就干最好，

干就干第一。”冯剑坚有一股不服输的

劲头。

他上班时跟着师傅出乘学实际操

作，下班后一个人在宿舍背规章。为了

提高动手能力，他还常常来到检修库，缠

着师傅帮忙在机车上“假设故障”。柴油

机室气温超过 50 摄氏度，冯剑坚提着铁

榔头钻进去，一待就是 1 个多小时，身上

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师傅劝他出来

透透气，可他不找出故障决不罢休。凭

借不懈的努力，在段里组织的职业技能

竞赛中，冯剑坚夺得副司机组第一名。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仅用 6 年多时

间，他就先后拿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

动车组司机驾照。

在京沪高铁这条全国标准示范线

上，开好动车组不是件容易的事，得有娴

熟的技术。就拿站台对标来说，为了方

便旅客乘降，动车组列车停站时与指定

位置前后误差不能超过 20 厘米。

冯剑坚跟自己较劲，把标准定为

5 厘米。为此，他抓住每次出乘机会，通

过微调列车制动力和制动时机，观察停

车位置的细微变化，摸索制动规律，一有

新发现，就赶紧记在本子上。

他还认真观察载客量、天气、线路坡

度等因素对停车的影响，总结出 24 个车

站、5 种不同条件下的操纵方案。一闸

一闸地试，一趟一趟地练，对标误差值不

断缩小：15 厘米、10 厘米、8 厘米⋯⋯最

终实现误差值小于 5 厘米的目标。在一

次技能考核中，冯剑坚值乘 G108 次列车

从上海虹桥至徐州东，6 个停车站全部

实现“零对标”，也就是误差小于 1 厘米。

“只有内心追求完美，工作才能干到

极致。”冯剑坚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2017 年 6 月，以“复兴号”命名的中

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上线运营，最

高速度相当于每秒贴地“飞行”98 米，对

平稳操纵动车组提出更高要求。

在动车组试运行时，冯剑坚发现使

用“恒速模式”达到目标速度，有时会出

现轻微的冲动。尽管这是一个可以忽略

的小问题，但他不想放过，反复查阅操作

流程、多次咨询厂家，都没有找到原因。

后来，他尝试用“级位模式”起步，通过微

调手柄来减少电流波动，冲动的现象果

然有了好转。

于是，冯剑坚开始苦练“级位模式”

起步的操纵方法，每次值乘时都把一支

粉笔立在操纵台上，反复摸索让粉笔不

倒的电流平衡值，慢慢的，粉笔立住了，

列车冲动现象彻底消失。

京沪高铁运行环境复杂、气候变化

大，驾驶动车组必须有极强的应急处置

能力，才能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有

备方能无患，冯剑坚加强应急处置课题

研究，注重收集研究动车组非正常处置

案例，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对上海机

辆段 5908 公里高铁交路、175 个停站、

356 个关键点了如指掌，对大风、雨雪等

各种环境下的行车事故应急处置胸有

成竹。

为提高动车组司机安全风险防控能

力，冯剑坚编写了《各线风险提示卡》，被

当作全段培训资料。他主持的《提高动车

组司机列控非正常故障处理能力》课题报

告，获国铁集团“优秀质量体系成果奖”。

2019 年 ，冯 剑 坚 走 上 指 导 司 机 岗

位。他把目光聚焦到青年动车组司机人

才的培养上，希望组建一支有能力、有干

劲、有担当的高铁司机人才队伍。

冯剑坚负责对班组的 28 名动车司

机进行驾驶技能、安全意识等各方面的

培训和指导，在每位司机出乘时，他们都

面对面开展安全提醒和作业检查，以确

保列车运行安全万无一失。

为做好“传帮带”，提升队伍业务水

平，冯剑坚先后与 24 人结成师徒对子，

带领青年司机学理论、练技能，还建立了

业务交流群，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传授

经验。

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敬业的精神，他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铁路

人、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这些荣誉是鼓

励更是鞭策，让我深感自身背负的职责

使命。我要更加脚踏实地，扎实做好本

职工作，与‘复兴号’一起奔跑逐梦。”冯

剑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