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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高级技师陈其亮——

为“ 省 钱 增 油 ”出 实 招
本报记者 耿丹丹

种 粮 大 户 炼 成 记
本报记者 童 政

在数字化浪潮中彰显工匠力量

康琼艳

沈利成（中）带着儿子、孙子一同查看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上图 陈其亮（左）在和徒弟巡

检油水井。

右图 陈其亮在观察油井生产

情况。

刘奕汝摄（中经视觉）

“要干就干好，要做就到位，要争就争第

一。”这是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第五

采油作业区班长、高级技师陈其亮对爱岗敬

业的理解。

从 1994 年参加工作以来，陈其亮扎根戈

壁碱滩，奋战在油田生产一线，先后担任过

采油站站长、抽油班班长、化清监督员、工程

地质组副组长，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孜

孜以求。

凭着勇争一流的劲头，陈其亮在平凡岗

位上成长成才，35 岁便成为中石油集团公司

采油技能专家。从业 29 年来，他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

个人、自治区劳动模范、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中石油集团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练就过硬本领

驱车前往新疆油田采油二厂第五采油

作业区，道路两边一排排采油机正在作业。

在醒目的“陈其亮班组欢迎您”指示牌下，记

者见到了穿着“石油红”工作服的陈其亮。

“别看地上作业就‘磕头机’那么大一块

地，地下作业的地方可是深达两三千米，好

的石油工人就像好的医生，在地上‘望闻问

切’，就能准确判断出地下出了什么问题。”

陈其亮边走边向记者介绍。

1994 年，陈其亮从技校毕业后，来到新

疆油田采油二厂 530 井区工作，成为一名采

油工人。

“刚来的时候周围还很荒凉，巡井条件

非常艰苦。”陈其亮告诉记者，那时他所在的

站只有五六个人，要管理 20 多口油井。每

天巡井要走很远，来回翻越山丘和沙包，穿

梭在各井场之间，换油嘴、换盘根、看油水分

布⋯⋯夏天高温酷暑，冬天风雪刺骨。野外

艰 苦 和 单 调 的 工 作 ，让 陈 其 亮 经 常 情 绪

低落。

一次巡井中，师傅高贵前的专业操作让

他重燃钻研专业的热情。“当时，我们发现一

根管线刺漏，师傅立刻关掉套管闸门。过一

会儿打开闸门，听到‘呲’的一声后，师傅顺

着声音的方向，带着我选地点挖坑，几铁锨

之后，漏点就出现在眼前。”陈其亮回忆说，

“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师傅仅凭声音就能如

此精确地找到漏点，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

专业积累。自那时起，我有了目标和方向，

立志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在班车上、巡井路上、吃饭间隙，陈其亮

一有空就抱着采油专业书籍认真学习，总结

生产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工作不到 4 年，

他就把采油队所有岗位干了一遍，练就了过

硬本领。

陈其亮先后收集整理了上百组油井对

比参数，绘制了近千张井站工艺流程图和井

身结构图，根据理论和应用心得撰写了上万

字工作笔记。如今，采油站上的每一个设

备、每一个阀门、每一截管线，都清晰地印刻

在他的脑子里。只要油井出现问题，他通过

“望、闻、听、摸”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并迅速解

决，成为一专多能的行家。

随着专业技能不断提升，陈其亮先后通

过中级工、高级工、采油技师、高级技师、油

田公司技能专家的资格鉴定，连续两次获得

采油二厂技能大赛大奖，并获得油田公司技

能大赛二等奖。

创新带来效益

“少花钱、多采油”是多年来陈其亮在一

线工作的关注点。

陈其亮班组所管辖的 299 口油水井，很

多都运行了二三十年，抽油机井口的盘根盒

压帽经常需要更换。陈其亮算了一笔账：盘

根盒压帽这个小配件一旦损坏，就要请专业

队伍和特种车辆配合才能更换，更换一次需

花费 5000 多元，整个更换过程约 60 分钟。

“更换盘根盒压帽耗时长、费用高，影响油井

生产效率和产量。”陈其亮开始琢磨能不能

研制出一个新的盘根盒压帽。

通过跑现场、查资料，反复琢磨和试验，

陈其亮研制出分体式盘根盒压帽，单个加工

费用降至 100 元，更换时间缩短至 10 分钟，

并且班组员工可自行更换。2011 年，分体式

盘根盒压帽成为陈其亮获得的第一个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此后，陈其亮又创新研制设计出光杆断

落防喷器、套管放气装置、井下一体式冲洗

工具、采油密封装置等几十套装置、小零部

件和辅助工具。“这些发明都是用在采油作

业和修井上的，主要目的是让油田省钱增

油。”陈其亮说。

立足岗位、攻坚克难，陈其亮深入钻研

提下管柱工序“少花钱”的妙招。提下管柱

工序是修井作业中的重要工序，也是造成修

井作业“工作任务

重 、操 作 时 间 长 、油

井占产时率久”的一个石

油行业难题。经过研究比对，陈

其亮发明了“井下作业一体式冲洗工具”，由

原来作业的“两提两下”变为现在作业的“一

提一下”，使整个作业工序时长缩短 14 小时

以上，单井节约费用约 1.5 万元，年累计增油

上千吨，创造效益 300 多万元，在油田得到广

泛应用。

截至目前，陈其亮已拥有 3 项国家发明

专利、36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0 多项 QC

（质量控制）成果获奖，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专业论文几十篇，100 多项成果在自治区、集

团公司、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获奖。

注重传授技术

一星独亮不如群星璀璨。作为油井管

理能手和技术专家，陈其亮注重技术传帮

带作用的发挥，在培养技能人才上下功夫，

通 过 授 课 、带 领 团 队 打 比 赛 等 形 式 ，将 钻

研、积累多年的采油手艺和技能传授给更

多人。

2012 年，陈其亮担任采油二厂代表队

总教练，带队参加新疆油田公司第七届职

业技能比赛，为集训队队员量身定制适合

的操作方式，并手把手地进行指导，让队员

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在比赛中取得了良

好成绩。

2017 年，陈其亮作为新疆油田分公司代

表 队 总

教练，带领 8 名

员工参加中石油集团

公司技能竞赛。在他的高标准严

要求下，选手们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为新疆

油田公司夺得金牌，这也是新疆油田公司参

赛 20 年来取得的第一枚金牌。以陈其亮为

代表的教练团队也荣获“金牌教练团队”荣

誉称号。2022 年，陈其亮作为新疆油田公司

主教练，带领选手参加全国第五届职工职业

技能竞赛，包揽金银铜牌，再次荣获“金牌教

练团队”称号。

20 多年来，陈其亮先后培养出多位技术

能手，以及 50 多名技师、高级技师。除了培

养技能人才，他还编写了 5 套《油水井动态

分析》等行业培训教材，助力推动行业培训

工作。

让陈其亮引以为傲的还有以他名字命

名的“陈其亮班”。该班组成立于 2008 年，现

有员工 24 人，管理着 24 座注采计量站、299

口油水井。这个班组实行规范化、系统化、

精细化管理，实现连续 14 年无大小安全事

故，先后获得油田公司示范班组、油田公司

班组建设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

获 得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后 ，陈 其 亮

说 ：“ 这 份 荣 誉 属 于 我 们 整 个 班 组 和 采 油

二厂，我只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油

田一线有很多和我一样的石油人，为油田

建 设 和 保 障 国 家 能 源 安 全 默 默 奉 献 。 我

会继续牢记责任和使命，努力培养更多专

业技能人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浪潮风起

云涌，在各行各业的舞台上，越来

越多的“数字工匠”凭借高超的专

业技能走上职业“云端”。他们用

手中的操纵杆、电子屏、编程器不

断突破技术技能的边界，在重塑

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刷新着大

众对传统工人的认知。

数字技术改变职业形态的驱

动力源自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越

来越多的传统行业正开辟数字化

新赛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 50.2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

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41.5%。

作 为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芯

片”，数字技能人才是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然而，人才短缺已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据估算，当前我国数字化综合人

才 总 体 缺 口 达 2500 万 - 3000 万

人，且缺口仍在持续扩大。数字

工匠增强本领、提升技能，既是弥

补人才短缺、积蓄发展后劲的迫

切要求，也是个人长远发展、实现

自我价值的应有之义。

数字工匠要发挥更大作用，

需 克 服 本 领 恐 慌 ，化 解 技 能 焦

虑 。 不 同 于 传 统 工 人 ，数 字 工

匠 既 要 具 有 现 代 工 业 技 术 水

平 ，又 要 掌 握 智 能 化 网 络 化 技

能 ，能 够 通 过 数 字 技 术 改 造 提

升 传 统 产 业 。 因 此 ，数 字 技 能

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单一工种技

能 的 积 累 ，而 是 要 广 泛 涉 猎 多

学科、跨行业、宽领域的信息，培养交叉思维能力，构

建多元知识体系。

数字工匠要发挥更大作用，需持续深入学习，提升自

身能力。数字经济创新性强、更新迅速、渗透力广，这意

味着对数字技能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面对层出不穷的

新理念、加速迭代的新技术，数字工匠应保持“空杯”心

态，在生产实际中敏锐捕捉产业变革的新需求，并有计划

地进行知识和技能的长期储备，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适应

人机协同的工作场景，增强自身竞争力。

数字工匠要发挥更大作用，需传承工匠精神，始终追

求卓越。尽管数字工匠的知识结构、工作场景、劳动工具

与传统工匠迥然不同，但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与传统技能人才

一脉相承。无论是用键盘和鼠标还原施工现场，还是操

纵无人机穿越障碍运送物资，抑或是工业焊接机器人挥

舞机械臂，对准毫米级别的焊点发起精度挑战，这些看似

轻松的表象背后，都离不开技能人才殚精竭虑地设计、持

之以恒地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

迈上新征程，数字工匠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要

秉持把工作做到极致的敬业态度，传承老一辈劳动模范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宝贵精神，努力钻研数字技术，为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飞跃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

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只要提

到“老沈”，大家都知道指的是“种粮很厉害

的那个人”。

老沈大名沈利成，从 60 岁才开始尝试

规模化种植粮食，闯出一条机械化、标准

化、品牌化粮食生产之路，先后荣获市级、

省级种粮大户、先进个人，全国种粮大户，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称号。

站在信都镇北联村路旁，碧绿的稻田

一直平铺向远处的村庄。“眼前能看到的水

稻都是我们种的，一共有 1200 多亩。”沈利

成向记者介绍稻田情况时，黝黑的脸庞露

出笑容。

沈利成与粮食有着不解之缘。17 岁

时，他随家人从其他乡镇迁到信都镇北联

村，原因就是这里田地多。在村里当生产

队队长时，他带动北联村成为粮食生产先

进村。后来，他下海经商，也曾帮别人打理

过马铃薯等作物的种植。2008 年，看到村

里的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有的田地面临

没人种的情况，他坐不住了，决定开始自己

种粮。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生产必

须重视起来，绝不能让田地撂荒。”沈利成

说。他刚开始种了几十亩地，后来又陆续

把村民的地收过来集中耕种，“劳动力成

本和农资价格都在上涨，一家种一亩三分

地的传统种田方式只能解决口粮问题，要

持续下去并有更大收益，必须走规模化种

植的路子”。

为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沈利成成立

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周边村民进行水

稻种植，为社员提供农资采购、产品销售、

新技术新品种引进等服务，并开展技术培

训、交流和咨询。合作社采取土地流转和

农户入股方式，实行代耕、代育秧、代插秧、

代收割、代烘干和统一管理的“五代一统”

经营化种植模式，扶持带动当地 90 多户村

民走上致富道路。

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开着三轮车到田

里查看稻苗长势，然后安排一天的工作，沈

利成的日子过得忙碌且充实。

随着水稻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靠人力

耕种，成本高、效率低，沈利成开始学习使

用农业机械，逐步实现耕整、育秧、插秧、喷

雾和收割全程机械化。

机械化的实施大幅提高了粮食生产效

率，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种出的稻谷

不能及时烘干，造成不少损失，与此同时，

种粮成本不断上涨，导致集体收入有所下

降。”沈利成说，“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种水稻

卖水稻了，必须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

加值，从而增加效益。”于是，合作社陆续建

起水稻机械育秧工厂、冷库、稻谷烘干和大

米加工厂房，形成了完整的水稻生产加工

产业链。

日子越来越红火了，善于思考的沈利

成并没有安于现状。“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吃讲究起来，生态

稻米受到市场青睐。”沈利成说，“粮食生产

还要在科技上多下功夫。”他从水稻品种选

育着手，放弃了产量高但品质低的常规稻

种，改种优质稻种。

在沈利成的推动下，合作社以水稻标

准化生产为技术支撑，先后实施了水稻高

产创建和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等农业项目，

示范推广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农艺

融合技术，以及三控栽培、水气平衡、病虫

害综合防治等新技术，不仅节省了大量劳

动力和生产成本，还实现了生态种植。

“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打响富硒香

米品牌，提高了大米的市场竞争力。”

沈利成说。

“ 自 己 的 饭 碗 要 牢 牢 捧 在 自

己手里，以现代农业的方式种粮

大有前途。”深知粮食的重要性，

沈利成动员自己的儿子、孙子

也回到村里种粮。他的孙子

沈建雄不仅掌握了农业机

械的驾驶操作技能，还拿

到了无人机驾驶证。

“国家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出台了很多扶持政

策，这是我们种粮人最大

的底气。”今年已经 74 岁

的 沈 利 成 信 心 十 足 地

说，“田里都种上粮食，

才有生机和活力。我

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想办法提高单产，不断提

高加工能力，给群众提供更多

放心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