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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一批大庆石油人为
了祖国的建设需要，坐着绿皮火
车来到霸州建设华北油田，用实
际行动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
的庄严承诺。

在华北油田采油二厂，曾涌
现出全国劳模靳占忠、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连会等老一辈
石油精神的弘扬者。作为一线的
石油人，前辈英模的苦干实干精
神，深深感染着闻伟。

从一名普通采油工人做起，
闻伟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解决了
采油生产中的一道道难题，把常
人看来最普通的工作，对照提质
增效目标做到卓越。25年间，他
已经由普通采油工，成长为“闻
伟采油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

丰硕果实的背后，透视出的
是一种工匠精神。闻伟身上就有
着工匠的气质。

他爱岗敬业，深植采油一线
25年，专注于本职工作。石油工
人的工作是非常苦的，但是在闻
伟身上，透出的是一种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他不断追求创新。在工作
中，闻伟是永不知满足的，本来
工作做得很好了，他还想做得更
好。他痴迷技术创新，为此不惜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创新
项目，他都是研究出一代后，反
复钻研改进，继续研究出二、
三、四代。不仅解决了生产一线
的很多实际问题，还降低了油田
同事们的劳动强度。

他喜欢与人协作共进，带领
工作室成员一起创新，毫无保留
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技能，带领
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在工
作一线更是手把手教，把传帮带
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闻伟所
带的32名徒弟均成为各岗位技术
骨干，能独当一面，徒弟们也开
始带徒弟，多人获公司技能竞赛
优秀选手和技术能手称号。

新时代的工匠离不开技能传
承，闻伟希望工作室的技术骨干
们应该成为一线工人的“活字
典”，在工作中做好传帮带，让
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工匠精神。
他深知将技能传承下去、不断创
新发展，也是一名负责任的工匠
的使命。

“技术工人赶上了好时代。”
闻伟说，新时代更需要工匠精
神。

正是抱有同样的想法，像闻
伟这样的一批批优秀技能人才，
在平凡的岗位上，以钉钉子的精
神散发出不平凡的光芒。他们用
辛勤的汗水、精湛的技术、优良
的作风，诠释了新时代工人的职
业品格。

文/记者 王雅楠

“再苦再累我也愿干”

闻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家庭。
1993 年，他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华北油田
采油二厂文西作业区的维修班。

“我刚到作业区时，周围一片荒芜，厂房
很简陋，要坐着拖拉机去井站上维修。”闻伟
回忆说，“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以
后不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吧。”

不仅如此，维修班负责的是站队生产井
的维修与养护，每天要接触原油泥水，一身
油一身泥，只有牙是白色的。

在“磕头机”24小时运转的过程中，油井
随时都可能“生病”，一旦没及时“医治”，将
严重影响油田产量。这也意味着，闻伟他们
时刻不能离岗，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而且，越是恶劣天气，维修班的工人们
越紧张。一次赶上下大雨，一处井站发生了
故障。他们接到通知，立即开车拉上装备赶
往现场。井站在偏远地区，路不好走，雨天车
开不进去，他们四五个人就一起将氧气瓶、
乙炔瓶、电焊机等抬进去进行抢修，完事再
抬回车上。

等他们维修完跑到车上，都被雨水浇透
了，冷得浑身发抖，一人一个“大花脸”。

同事唐永辉告诉记者：“第一次见到闻
伟，是个冬天，风呼呼地刮。他当时站到控油
平台上检修机器，我在上面站了几分钟就冻
得受不了了，而他足足干了近两个小时。他
的双手很干很粗糙，裂的都是大口子。”

抽油机上有个装置叫曲柄销子，是关键
件也易损坏，换曲柄销子是维修班一项日常
工作。闻伟说，这项工作耗费大量的人力与
时间。

以前，一个曲柄销子坏了，他们5个人排
好队，一个一个地站到减速箱上，抡起 18 磅
的大铁锤砸销子，左右手倒着砸，四五个小
时才能换好一个销子。到吃饭的时候，胳膊、
手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手不停地抖，连筷
子都拿不住，用勺子吃饭，碰得盘碗叮当响。

给抽油机加润滑油，在外人看来是一件
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但闻伟描述，保养抽油
机的一个中轴，至少需要用加润滑油的枪往
里加 20 枪，一枪需要打 1500 到 2000 次，就
像给自行车打气一样，用手上下用力加压。
他们曾经一天给四口井做过保养，而一口井
多的时候有 4 个点需要加润滑油。等做完保
养工作，他们的手都抬不起来，下梯子时手
和木头一样，没有知觉。

有一次，晚上快8点的时候，岔河集油田
的一个计量站的油线发生了穿孔现象。由于
管线都处于地下 1.2 米处，穿孔的位置并不
能轻易找到。闻伟和同事首先将泄漏的污油
用铁锨一锨一锨地装到回收袋里，这一装就
装了30袋。

等找到大概的出油点，就开始从两边向
中间挖，挖出一个倒梯形逃生坡。刚开始，两

个人可以一起挖，随着宽度越来越窄，大家
倒替着一人挖一层。“就这样一直挖啊，终于
挖到了底部，扒开保温层一看，不是穿孔点，
我们就隔两米再接着挖。还不是，就再接着
挖。不怕你笑话，挖穿孔能把我们挖哭了。”
闻伟笑着说。

处理完险情后，闻伟看了一眼时间，已
是第二天凌晨4点钟。

日复一日，闻伟在采油一线一干就是25
年。

记者问：“你不觉得苦吗？”
“苦。但是，我父亲一代就是石油人，也

许石油已经渗入我的骨子里，再苦再累我也
愿干。”闻伟说，“看着立在那里的一口口井，
我就感觉他们好似我的战友，每当修好一口
井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又获得了重生似的，
打心眼儿里高兴。”

“我就是喜欢琢磨、鼓捣”

在采油一线工作久了，闻伟发现一些日
常工作，不仅需要人员多、时间长，而且非常
费力。他琢磨着，如果能研制既省时又省力
的工具，大家工作起来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
苦了。

闻伟在业余时间查找资料，反复试验，
研究出抽油机曲柄销子专用撞击扳手。用这
个工具两人就能换好一个曲柄销子，最多的
时候一天能换四个。他还研制了电动润滑油
枪，工人们再给抽油机做保养，就轻松多了。

“努力得到认可，我很有成就感。”闻伟
说，“其实，在参加工作以前，我就特别爱研
究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之类的电器，家里
的电器都被我拆过一遍了，我就是喜欢琢
磨、鼓捣。”

闻伟的“琢磨”，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是上班时琢磨，下班时也琢磨。我们

都说，他不是在钻研，就是在钻研的路上。”
同事董宏青说，别人的车上放的都是旅行装
备，他的车上装满了各种铁料、工具。灵感来
了，就停下车，在后备厢里开始鼓捣。“我们
住一个小区，他家车库都让闻伟改成了‘实
验室’。下班一回家，他就钻到车库里搞研
究。”

一天晚饭过后，董宏青在小区里遛弯，
路过闻伟家车库，听见里面有电焊机焊东西
的声音，“你说他有多专注吧，五六个同事愣
是没喊开他车库的门。”董宏青说，最后一个
同事怕发生危险，将总电闸关上，闻伟这才
跑出来问怎么回事。原来，他在研究瓦斯发
动机点火用的火花塞。

给瓦斯发动机点火用的火花塞特别容
易坏，发电站一年需要更换 100 余根火花
塞，每根成本在 800 元左右。这个问题引起
了闻伟的关注：能否研制一种可拆卸、可修
复式的火花塞呢？

一有点子，立即行动。闻伟开着自己的
车跑到北京买了 10 多种火花塞。回来后，他

又琢磨火花塞导电杆的绝缘问题，先后选用
20多种绝缘层材料试用。原以为研制出的火
花塞，就可以成功应用了，结果试验装机后，
运转5分钟就不打火了。

“这项装置连续研究了一年半的时间，
去北京请教专家 20 多次。一次次试验失败，
让我十分沮丧，中途差点放弃。”闻伟说。

在这期间，平时很支持他的妻子也不乐
意了，有一天发牢骚说：“还过不过日子了？
别人上班挣钱，你上班搭钱。一年花8万块钱
买回一堆破烂。”看到生气的妻子，闻伟心里
是说不出的苦闷。他反复琢磨妻子说的话，
难道真的该放弃了吗？

“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一定要像钉
子一样，把每一步研发过程钉实了。”终于，
他研制出可拆式的火花塞。如今，火花塞坏
了，只需花费20多元钱，换个火花塞头即可。
一年下来，100 余根火花塞为公司节省 7 万
多元钱。这项创新成果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我跟师傅 8 年了，他经常彻夜研究，早
上上班看到师傅憔悴的面庞，就知道他又一
宿没睡。”徒弟马龙娜打开了话匣子，“去年5
月，我师傅正在研究油井工况手机远程监控
报警系统，一天中午正值休息时间，他突然
来了灵感，立即跑到文西作业区的一处井
站，停井后就开始试验。”

后来，油井工况手机远程监控报警系统
运用后，井站上的工作人员都说闻伟干了件
大好事。这个系统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监控，
实时了解油田工况，特别实用便捷。

2016 年 11 月，公司以他的名字命名成
立了“闻伟采油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成员劳丽珍说：“在一起聊天，闻
伟是三句不离老本行，一开口就是研究项目
的事儿。研究抽油机曲柄销子专用撞击扳手
那会儿，经常半夜 11 点多了还给我打电话，
探讨遇到的技术问题。”

“培养年轻人，同样是我的责任”

马龙娜是华油公司一名女性采油工，刚
入职时，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觉得又脏又苦
又累。直到8年前，遇到了师傅闻伟。

“他用行动一点点感染着我。一有时
间，师傅就带我巡井、录取资料、记下遇到
的问题。慢慢地，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并爱
上了这份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干得越来越
好。”

每年，厂里都有技术比赛，在工区训练
的时候，“师傅为了让我们能了解到位，所有
操作步骤一步一步地分解开来，施行分项分
步训练法，每一项都记录时间，反复练习，看
时间差在哪一项，不断缩短完成项目的时
间。”在 2010 年第二采油厂职业技能竞赛
中，马龙娜获得了一等奖。

作为一名女性，从一名普通采油工成为
普通技师，再成为高级技师，马龙娜已经很

知足。可是师傅闻伟一直鼓励她，每次研究
项目都带着她，和她一起分析、研究遇到的
问题。就这样，马龙娜从高级技师又成为技
术能手，现在也成了一名技能专家。不仅如
此，2013 年开始，马龙娜在采油二厂担任采
油教练，先后带出了10余名徒弟。

“师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
传授给我，让我也当上师傅，把学到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马龙娜说，“我学到的不仅是
采油技能，还有一种精神。”

“一个人技能再高，毕竟力量有限。培养
年轻人，同样是我的责任。”把自己25年总结
出来的宝贵经验传授出去，带动班组同事提
高技能，闻伟一直在努力。

在师带徒的基础上，闻伟结合工作室团
队成员各自优势，把找课题、各类成果申报、
协调加工等各项工作划分到责任人，落实到
具体事，形成闭环的运行模式。他组织团队
成员利用业余时间商讨项目进展、成果存在
的问题，到现场研究课题、推广试验。

在作业区，工作室组织青年骨干开展
“青年大讲堂”活动，闻伟结合每一项成果的
创新由来、具体操作步骤、转化应用生产后
取得的效益等，向青年骨干仔细讲解，进行
演示。

两年的时间，工作室已吸纳全厂技能专
家、首席技师、高级技师、技师、技术骨干共
96 人，现有创新成果实物 32 件，创新成果
100 余项，其中 14 项得到推广应用，76 项获
国家专利。

工作室成员唐永辉也是闻伟的徒弟。在
师傅的引领下，2015 年，他在华油公司第 11
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采气工一等奖。2017
年，荣获油气开发专业竞赛采油大工种预赛
优秀选手。“我现在是一名首席技师，而且也
有了自己的徒弟王海珍，她现在也是工作室
成员，参加今年10月份采油工职业技能竞赛
获采油工一等奖。”

“甘愿奉献，授人以渔”，一直是闻伟做
人做事所奉行的宗旨。

至今，闻伟所带的32名徒弟均成为各岗
位技术骨干，12人成为技师，7名成为首席技
师，5名成为技术能手，6名成为技能专家，多
人获公司技能竞赛优秀选手、技术能手称
号。

2017 年，工作室荣获河北省“闻伟劳模
创新工作室”、工人先锋号等荣誉。闻伟个人
先后荣获河北省能工巧匠、河北省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今年 9 月，获评敬业奉献“中
国好人”。10 月 12 日，在首届中国创新方法
大赛河北赛区决赛暨第二届河北创新方法
大赛中，闻伟等人展示的创新成果荣获大赛
银奖。

闻伟说，下一步，他和团队将继续专项
攻关单井无人值守项目。他希望能吸引更多
的创新爱好者参与其中，带动更多人参与到
创新团队中，让更多的普通员工成为技能专
家，享受创新的乐趣。

华北油田采油二厂文西作业区苏一气站采油工闻伟，经过25年钻研创新，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工成长
为技能专家。

公司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工作室。他主持并带领团队先后完成创新成果 100 余项，76 项获国家
专利。他还荣获河北省能工巧匠、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今年9月，当选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闻伟说：“我只是想通过努力，让油田一线的兄弟姐妹们工作轻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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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技术工人
赶上了好时代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滦州供电：确保居民温暖度冬

近期，国网滦州市供电公司主
动介入，超前服务，组织走访多家采
暖客户，义务检查供电设备，确保居
民温暖度冬。 （田志国、范灵苔）

安平供电：增强窗口服务意识
为规范窗口服务行为，提升优质

服务水平，国网安平县供电公司深入
查找供电服务中的薄弱环节，通过强
化服务行为、服务效率、技能培训，多
举措增强员工服务意识。 （李娜）

鸡泽供电：护航冬季用电安全
近日，国网鸡泽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辖区内取暖用电情况进行了
摸底走访，挨家挨户送安全用电宣传
资料，讲解安全用电常识。 （孙震）
武邑供电：撑起电网度冬“安全伞”

日前，国网武邑县供电公司为
辖区电力设施进行检查，以“保人
身、保电网、保设备”安全为重点，发
现缺陷及时处理。（苏厚博、鲍景涛）
沽源供电:开展诚信用电宣传活动

10 月起，国网沽源县供电公司

开展为期三个月“诚信依法用电 失
信处处受限”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客
户诚信用电、做守信公民。 (徐明伟)
霸州供电：倾情服务“电暖”贫困户

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扎实推进
精准扶贫，多次登门动态掌握贫困户
用电情况，制定扶贫计划，有针对性
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走访慰问、捐资
助困、电力帮扶等活动。 （赵亚彬）
滦州供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1月15日，国网滦州市供电公
司对涉及失信风险单位进行全面梳
理，建立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加快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田志国）

康保供电：精益管控促指标提升
11 月 19 日，国网康保县供电

公司专题部署同业对标指标提升
工作。针对 2018 年部分优势指标
趋势和短板、潜力指标提升问题，
加强督办落实并提出建设性整改
意见。 （薛海龙）

鸡泽供电：全面确保消防安全
日 前 ，国 网 鸡 泽 县 供 电 公 司

多措并举，全面确保消防安全。完
善健全消防设备等档案资料，规
范消防设备管理，举办消防知识
讲座 9 场，200 余人参加消防知识
培训。 （孙震）

渤海新区税务:赢得纳税人点赞
国税地税合并以来，渤海新区

税务局持续推进“三个通办”，即：
“一窗通办”只需“一个号”、“一厅
通办”告别“两头跑”、“一网通办”
实现“零跑路”，赢得了纳税人点
赞。 （高文坤、董瑞忠）

张北税务：优化税务注销环节
近 期 ，张 北 县 税 务 局 多 举 措

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工作。设
置注销业务专门服务窗口，强化

“首问责任制”；规范过程管理，切
实合理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和岗责
分配。 （乔冠中）
怀来税务:严明执纪稳定干部队伍

怀来县税务局坚持强化执纪
问 责 ，把 问 责 工 作 向 前 延 伸, 通
过设置作风建设等考评指标，探
索问责长效机制。目前各项工作
平稳有序推进，未发生任何违规
违纪问题。 （孟捍倡）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以来，我省税
务机关围绕新机构优化纳税服务工
作，推出更多服务措施，把工作做实做
细，真正解企业之难，更好地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渤海新区税务:展现税务新作为
为更好地满足纳税人需求，充分展

现新税务新作为，渤海新区税务局推行
“一厅通办”，按业务清单和“最多跑一
次”要求，真正实现“进一次门，办理所有
事”。挂牌之日当晚，该局办税服务大厅
高效配合、挂图作战，在金税三期核心
征管系统中进行配置调整并进行业务
实测，比照业务清单，完成一项，销号一
项，确保将细节做优做实。为全面提升
办税服务厅人员的业务素质，渤海新区
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创新性提出“一对
一”半小时碎片化交流学习方法，取得
良好成效。 （高文坤、董瑞忠）
张家口桥东税务:强力推进工作落实

张家口市桥东区税务局立足本职，
创新举措，强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并取
得明显成效。加强领导，统筹有力。充分

发挥该局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召开中层
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精准培训，增强技能。该局在全体
税务干部自学对方税种知识基础上，开
展涉及增值税等相关税费业务知识培
训，涵盖国地税所有业务。目前已开展
相关培训5期，受训190余人次；座谈调
研，改进服务。该局领导赴企业走访15
次之多，征求建议30多条。办税服务厅
发放征求意见卡 3000 多份，进一步了
解纳税人的需求。截至10月底，完成税
费收入818417万元，同比增收156350
万元，增长23.62%；服务质效进一步提
升，纳税人办税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压缩
到10分钟左右,使纳税人感受到税务机
构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冯海燕、李金山）

青龙税务:精准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现在的政策真是越来越好了，有

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我们民营企业
发展的信心更足了！”青龙满族自治县
天兴矿业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赵志
学激动地说。近日，青龙满族自治县税
务局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邀请全

县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20位纳税人代
表参加座谈，征询纳税人需求和建议，
为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寻求“妙药良方”。
通过精准“把脉”，该局了解到天兴矿业
有限公司因年底资金困难，无力缴纳税
款，针对这一问题，通过积极宣传告知
相关政策，依法为其办理了延期缴纳税
款手续，帮助企业缓缴税款 756.38 万
元，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近年来，青龙
税务部门以服务纳税人需求为导向，认
真落实“放管服”改革和“双创双服”活
动，不断简化办税流程、优化纳税服务，
通过加强税法宣传、强化培训辅导、优
化导税服务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办税
效率，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同时，为助
力重点税源企业发展，组建了专项服务
小组，业务骨干定期上门进行政策辅
导，向企业宣传税收优惠政策，尽心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全县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纳
税人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自开展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大调研大走访活动以
来，该局已走访民营企业97户，征求意
见建议 23 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10余项，以“税收力量”为民营企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 （马福乐）

优化税务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闻伟在研究试验拆卸曲柄销子的工具闻伟在研究试验拆卸曲柄销子的工具。。 闻伟闻伟（（左上左上））在现场和同事们研究一种新装置的应用在现场和同事们研究一种新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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