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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黄河尾闾的石油小镇走出，扎根

盐碱荒滩，从一名采油工人成长为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并走

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全国亿万产业工

人作了题为《传承工匠精神·技能成就梦

想》先进经验介绍……他就是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采油工技能大师、胜利油田孤岛采

油厂采油工特级技师唐守忠。

“创新的事，永远琢磨不完，越琢磨越

有劲头。”工作 35年来，唐守忠痴心钻研、破

题攻关，解决了 200 多个生产疑难问题，为

企业创效 1亿余元，被工友们誉为能发现问

题、会解决难题的油田“发明家”。

一件小发明改变对创新的认识

1989年，从采油技校毕业后，唐守忠成

为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采油工，从事抄录

数据、巡护油井工作。起初，他对这些简单

枯燥的工作不以为然，但后来发生的几件

事让他认识到学好基本功、站好每一班岗

的重要性。

上班第 2年，唐守忠信心满满地参加技

能比赛，结果却是颗粒无收。之后不久，油

井生产出现问题，需要倒流程、排故障，面

对错综复杂的管线流程，他又感到无从下

手。“当时感觉很羞愧，也很自责，我下定决

心要从基本功入手，扎扎实实钻研技能，干

出名堂。”唐守忠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割玻璃管“一磨准”

技法，让唐守忠“一战成名”。20 世纪 90 年

代初，胜利油田使用的油气计量分离器和

升温加热水套炉，用玻璃管量油或显示水

位，割玻璃管成为采油工必备的技能。

“那时都用锉刀去锉玻璃管，对锉磨力

度和锉痕精度要求很高。”唐守忠回忆道，

不是锉碎玻璃管，就是划破手。他用心琢

磨动作要领、反复操作对比试验，总结出了

“三快两慢一打磨”的技巧。

凭借“一磨准”割玻璃管技法和配件“一口

清”绝活，上班的第 4年，唐守忠被破格晋升为

工人技师，并被提拔为采油队副队长。

但此时的唐守忠还并未理解创新的真正

含义，认为“创新无非就是 QC 成果和流程改

造”。后来，一件小发明改变了他对创新的

认识。

当时，采油工人到井上测试需要把仪器挂

到自行车车把上，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仪器

容易颠坏，送修频繁。唐守忠从摩托车后车座

的减震系统上得到启发。他购买了一些弹簧，

在自行车后座制作简易减震系统，仪器送修率

从一周一次降低到一月一次。这个小发明，获

得当年采油厂革新成果三等奖。

“把不顺手的工具改一改，把不方便工作

的工序顺一下。”从此，唐守忠就像“着了魔”，

在创新这条路上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不怕遇到问题，就怕发现不了问题”

取出黄油称重，加入一定配比的机油，调

和均匀，用毛刷蘸取后均匀涂抹在抽油机毛辫

绳表面……唐守忠这一套操作如行云流水，通

过合理配比调制的黄油，能够从外到内地全面

润滑保养毛辫绳，稳定生产。

抽油机驴头毛辫子是油田生产中重要的

设备部件，由于常年在野外运转，容易因为起

毛刺、断股断裂而导致停井，造成产量损失。

问题的根源在于毛辫子的保养，而传统的保养

方式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实现由外及里的全

方位润滑保养成为业内难题。

2015 年，唐守忠发现这一问题并立志攻

克。历经 4 年，“配方调制润滑脂保养毛辫绳

技术”成为绝技绝活，业内许多油田派人前来

取经。

“不少人干活是跟着传统和经验走，很少

去想为什么。创新不怕遇到问题，就怕发现不

了问题。”唐守忠说。

每一个制约生产的难题，都是唐守忠潜心

研究的目标。他编著的《延长抽油井光杆使用

寿命法》，延长光杆使用寿命 3倍以上，成为全

国采油系统先进操作法；埋地电缆精准定位机

器人打破了国外公司对地下电缆精准定位技

术的垄断；首创的“抽油机快速卸载法”等 22

项采油绝招绝技，实现设备的高质高效管理。

更换抽油机驴头销子曾是石油行业公认

的“老大难”。唐守忠加工制作出“驴头销子

取出器”，推广应用后年创造经济效益 113 万

元，这一成果获评国家优秀质量管理成果一

等奖。

针对稠油开发难题，唐守忠研发的稠油

井掺水提效装置，填补了国内稠油开发技术

空白。他的创新成果，填补了 17 项国内相关

领域技术空白。

撒播创新火种

刘胜利是孤岛采油厂采油管理六区的一

名职工，拜师唐守忠后不久便有了自己比较

得意的创新成果——高套压油井套管气回收

装置。这套装置能够及时回收套管气，使套

压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避免天然气资源浪

费的同时提高油井产量。

“一个人全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唐守

忠认为，企业要发展，不仅需要鹰一样的个

人，更需要雁一样的团队。为让更多职工有

绝活、会革新、多创效，他担当“领头雁”，传承

匠心匠艺，撒播创新火种。

唐守忠创新“自主化培训模式”“项目任

务带徒法”，定制培训计划，精滴准灌。打破

专业、工种之间的壁垒，实施“群师众徒”师

带徒模式，通过“1+N”滚雪球带徒等方式，

帮助徒弟博采众长、全面提升。截至目前，

唐守忠培训职工 4600 人次，培养出技术能

手 214 名，50 名徒弟在中石化、油田职业技

能竞赛中摘金夺银，72 人晋升为技师、高级

技师。

2016年，胜利油田成立唐守忠创新工作

室。2020年，该工作室被评为全国示范性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目前，这个工作

室集采油、作业、集输、注水、注聚等 5 个核

心专业为一体，囊括 6 个地区的近 200 名油

田技能大师、二级单位首席技师等。

“一个人搞创新是单打独斗，力量有限，

而群体创新能汇聚成革新的洪流，解决更多

生产难题。”为此，唐守忠牵头组建 5个创新

工作室、10 个技师工作站的创新联盟，建设

160 余名高技能人才的创新团队，形成聚众

创新的强大合力，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30

项，研发技术革新成果 80项。

受此启发，胜利油田建立5个区域联盟、

6 个专业联盟，强强联合打造行业创新攻关

高地。近 3 年来，创新联盟组织联合攻关课

题96项，常态化下基层解决难题890多个。

守护烟火气的“市监蓝”守护烟火气的“市监蓝”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日前，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金角美食城夜市，伴随着

人流，3 位身着蓝色制服的市场监管人员正在逐个摊位检

查。走在最前面的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八里台镇市场监管所

副所长韩海伟，他们跟摊主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打着招呼。

韩海伟所在的八里台镇市场监管所管辖着近千家经营食

品的商户和众多企业。参加工作 7 年来，韩海伟和同事们穿

梭在大街小巷，走访饭馆酒店、市集商场、工厂村镇，监管食品

安全、执法检查办案、调解消费纠纷，用心守护着这滚烫的人

间烟火气。

“为民排忧解难，执法尽职尽责。”不久前，消费者王女士

委托亲属将锦旗送到八里台镇市场监管所，感谢韩海伟和同

事帮助她挽回经济损失 2.1万元。

患有皮肤病的王女士因轻信某生物科技公司宣传，购买

2.8 万元茶叶以缓解病情。收货后，她欲将未使用的 2.1 万元

茶叶退货，被商家拒绝，遂拨打天津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向津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接到投诉工单后，韩海伟第一时间与王女士联系。了解

到涉事产品从网络渠道购买，且还在 7天无理由退货期内，韩

海伟指导王女士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投诉，并与该局工作人员通话，陈述案情。最终，在天津、湖

南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下，王女士拿到退货款。

据统计，7 年间，韩海伟共调解处置投诉纠纷 2000 余件，

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为解决 1000余名职工就餐问题，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

公司计划开办企业食堂。因不清楚办理流程，工作人员打电

话向韩海伟求助。韩海伟撂下电话，马不停蹄地来到该公

司。随后几天，他又两次深入现场，在工艺流程、设施布局、规

章制度等方面进行指导。短短 1 周，该公司拿到食品经营许

可证，解决了职工就餐问题。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我们不仅要当好‘裁判员’，维护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要做好‘服务员’，提前介入、靠前服务，

让企业少走弯路，节约申办时间与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韩海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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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守忠历经多年潜心钻研，为企业解决 200多个生产疑难问题，创效 1亿余元——

痴迷创新的油田“发明家”

“守山吃、伴山眠”曾是老一代矿山人的真实写照。面对

庞大的矿山，中国宝武武钢资源程潮矿设备维修工吴新武用

心琢磨，以智能为支点让矿山实现“蝶变”。

1994 年，吴新武成为程潮矿的一名电工。上岗伊始，他

最喜欢班前班后会上听老师傅讲设备特性、历年案例，听同

事讲当班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像海绵一样从中汲取知识

养分。

“看十遍不如做一遍。”处理故障时，吴新武发现工友们

拿的手绘图纸过大，查找故障点较慢，而且图纸易磨损、丢

失。当时月工资仅 300元的他，借了 5000元买来电脑，花了两

个多月自学制图软件，绘出 104张选矿电气原理图。至此，各

类选矿设备电气图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一旦出现故障，他

一看就知道故障点在哪里，能够快速处置。

1994 年底，选矿车间扩建改造，这在吴新武眼中是个极

好的学习机会。工作之余，他“缠着”厂家技术人员，摸清新

设备性能、电气和液压原理，用心观察每台新设备电气线路

分布情况；遇到困惑，下班后查阅工具书，一点点弄通。通过

一年多的学习，他熟练掌握当时电工前沿技术——PLC 控制

等自动化控制技术。

30年来，从电力拖动、施耐德编程，再到大型的 DCS系统

编程和组态、物联网控制等，吴新武始终站在电气自动化领

域前沿，获得维修电工高级技师和电气助理工程师双重资

质，精通各种变频器、软启动等电气设备调试和故障处理，完

成技术创新成果 120余项。

2024 年，作为智慧制造的技术领军人，吴新武全身心投

入程潮矿发展新质生产力项目，解决一线工人劳动强度大的

难题，实施了多维度选矿团组机器人系统，实现效率和效益双

提升。

“出手必出彩。”如今，吴新武成了工友眼中的“智多

星”。2016 年，程潮矿设立以吴新武为技术带头人的新武创

新工作室。为解决球团进口设备“卡脖子”难题，他翻阅大量

资料，对比现场图片、整理调试数据和各种资料存储达一千

兆以上，编写了球团高压辊磨机“五步操作口诀法”等，通过

推广标准化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设备故障。在他的带

领下，工作室涌现出武钢劳模、中国宝武青年岗位能手等一

大批学习型创新型技术人才。 （邹明强 程潮宣）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吴爱军秉持“安全及时送达每一件包裹和信件”信念，不断精进技能，提升服务水平——

风 雨 无 阻 的“ 绿 衣 使 者 ”

天一阁里的“修书人”

11 月 18日，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文
物修复中心，谢龙龙查看书叶修补情况。

今年 36 岁的谢龙龙是天一阁的一名
古籍修复师。天一阁坐落于浙江宁波月湖
畔，建于明嘉靖年间，现藏各类古籍 30多
万卷。历经数百年，不少古籍已发黄变脆，
出现破损，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精心修复。

“古籍修复是一项精细复杂的工作。”
谢龙龙说，“配纸、拆揭、补破、压平、修剪、
齐栏、装订……修复一本古籍大概要经历
十几道工序，短则几天，长则数月。”

目前，天一阁文物修复中心拥有14名
成员。2021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金玉是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天一阁博物馆传习所导
师，从事纸质文物修复工作已有40余年。

谢龙龙师从王金玉，熟练掌握了该技
艺全部工序，成为该项目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本报记者 甘皙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已落下帷幕，但邮

政快递业的物流高峰仍在持续。在忙碌间

隙，中国邮政江苏宿迁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

快递包裹部副经理吴爱军接受记者采访，讲

述了他 17 年来从一名普通投递员成长为技

术能手的心路历程。

“投递员的工作，就是安全及时送达每一

件包裹和信件，不管风吹雨打。”17年来，早出

晚归、风吹日晒，吴爱军用心用情践行“人民

邮政为人民”的初心，带领同事们不断精进技

能，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投递服务。

勤学苦练成为业务能手

2007年，怀揣“绿衣使者”梦想的吴爱军选

择在中国邮政苏州分公司做了一名投递员。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吴爱军养成了一个雷

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半上班前和晚上

七点下班后，反复练习点报、排信、加盖投递日

戳等基本技能。“每次想偷懒时，我就提醒自

己，人家能干好，我也能干好甚至更好！”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吴爱军就在区级

邮政系统投递技能大赛中夺得冠军。之后，

在市级、省级邮政投递技能竞赛中，他又夺得

多个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吴爱军变传统的“单手分

信”为“双手分信”，将工作效率提高 1 倍。

2013 年，苏州邮政专门制作了“吴爱军邮政

投递工种技能操作法”电视教学示范片，推广

这种作业手法，并同步创建吴爱军技术名师

创新工作室。

2021 年初，吴爱军回到家乡宿迁继续从

事邮政工作。在宿迁，他一边工作一边观察，

结合工作开展调研。平日里，他总是随身携

带一个记录本，从行业资讯、管理方法到工作

思考，乃至走街串巷时发现工作上的问题、群

众对邮政快递的需求、期待，都被他一一记

下，有些内容还特意被他用双色笔标注。

探索更优业务模式

除了自己不断摸索提升技能水平，吴爱

军还带领团队持续探索更优的业务模式。

2021年，吴爱军负责直投中心建设，推动

“自提点集包+串点直投”的直投模式落地，通

过人员前置及分拣前置，减少处理中心重复

装卸邮件，节余装载空间，降低了市趟运输成

本；实现人力资源盘活及流程优化，邮件与客

户见面时间提早 30分钟，提升客户用邮体验。

吴爱军首创普专组合小网格作业法，率

先和菜鸟驿站物流服务平台合作，为企业降

本增效，获得江苏省邮政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投递类别先进管理法二等奖。此外，吴爱军

探索创新以营投部为单元运用小型分拣机进

行快递包裹分拣作业的工作模式，年节约成

本约 30万元。

近年来，吴爱军不仅获得全国交通技术

能手、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江苏邮政工匠等

荣誉称号，还是全国邮政五星投递班长。在

他的带领下，所在班组多次获得邮政系统工

人先锋号、投递员之家优胜单位、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五星投递部等荣誉称号。

挖潜赋能花木之乡

2022 年 4 月，吴爱军到宿迁市邮政分公

司邮件处理中心（沭阳百盟）工作。为了能更

快地摸清生产流程，他甚至有半个月睡在单

位，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报表，用心

规划一天的工作。“生产旺季直发线路达 50
条以上，高峰期日发件量 120 万件以上。因

为邮件处理工作量特别大，每天中午 12点到

次日凌晨都特别忙。”吴爱军说。

沭阳是中国花木之乡，还是国内重要的

图书集散地，邮政快递是当地花木和图书电

商依赖的一个运输渠道。作为全国 90 个省

际中心之一，沭阳县百盟出口处理中心 2023
年共处理发运 2.1亿件邮件，其中花木产业类

等农产品约 1.2亿件，有效保障沭阳农产品出

村进城。

围绕沭阳图书、花木两大产业集群客户

寄递的时限要求，吴爱军设法提高邮政处理

中心的工作效能。他四处寻觅闲置设备，改

造固定式装车皮带机 2 台、可移动装车皮带

机 3 台，相当于新增 5 个垛口装车设备，有效

盘活资源。同时，吴爱军带领团队对邮件传

输路线进行跟踪、分析，增加了若干皮带机、

滑槽，4个装车口和矩阵相连，从离线装车口

变更为直连装车口，邮件通过矩阵直连装

车。经过设备工艺微改造，节约场地邮件暂

存空间约 500 平方米，整体提升处理能力约

20万件/天。

唐守忠正在拆
卸曲柄销子螺丝，
思索研制卸游梁式
抽油机曲柄销子专
用工具。

李超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