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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支钻井队伍，1205钻井队承担着繁重
的钻井生产任务；而作为一支标杆队伍，1205钻井
队也注定要承担更多的期望和压力。

铁人王进喜是出了名的最讲认真、极端负责
任的人，而 1205人一个个也都是较真儿的“主”。
在施工中，1205钻井队始终细化每道工序的每一
项提速措施，施工前对工序进行预判，需要多少
人、多长时间、多少物料，这些数据要明明白白地
落实在生产运行表上，实行专项任务专人负责，精
准测算各工序时间，提前联系服务方到井准备，实
现了作业进度实时跟进，各项工序准时运行、无缝
衔接，这样确保施工任务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有了前几口井的经验，第五口井队里细化了“一
段一策”施工方案，独创“三招”秘技。第一招，造斜
段大胆探索使用牙轮钻头，成功解决造斜率不足。
第二招，制定《钻完立柱循环时间表》，确保井眼畅
通，水平段一趟钻完成。第三招，持续开展竞技擂
台，通过比、学、赶、帮、超，助推操作水平持续提升，
实现整体提速。他们先后创出多项区块高指标。

副队长王磊在司钻房配置了秒表，以秒计算
每道工序的时间，大家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工程
师余道军全程驻井，紧盯每项技术措施落实，他
说：“井就像我的孩子，我一定让他‘健健康康’
的。”最终全队用 18.8天打完了第五口井，第一个
突破20天的目标。

1205钻井队率先突破阶段目标，为兄弟队伍
趟出了经验和模板，他们的经验在一号平台推广
后，引领整个试验区的钻井大提速。对比 70 钻
机，原来岗位制度存在着很多盲区，张晶和同事研
究制定了设备保养制度，绘制出了设备保养路
线。同时狠抓行为养成、制度落实，实现责任覆盖
无死角，为兄弟队伍提供了可借鉴的管理经验。

在 1205钻井队有一个流动的队史室，钻井队
把井打到哪儿，队史室就跟到哪儿，每一个来到
1205钻井队的人，无论是员工还是参观者，都会走
进它。“学习和回顾1205钻井队队史，能够更真切
地让大家知道铁人究竟是怎么拼的，1205钻井队
是怎么干的。”党支部书记段永坚对记者说。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在两代
铁人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1205人用实际行动交
出了属于他们的优异答卷——钢铁雄风永不止，
铁人队伍永向前。

（上接第一版）在页岩油勘探开发过程中，
大庆油田科研人员再次把这种不服输的
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不同于国内外已经成功开发的页岩
油，大庆古龙页岩油具有独特的地质特
征，石油富集在陆相纯页岩中，岩性细腻，
黏土矿物含量高达35%，这在世界上没有
现成的理论、技术和经验可以借鉴。面对
这一世界级难题，大庆油田依靠“自主创
新+融合发展”，勇闯“无人区”。

勘探开发研究院页岩油研究部署项
目经理部经理张金友，在研究页岩油时用
了一个最“笨”的法子。从 2018年年末，
他就时常“腻”在实验室的岩心库里，通过
观察岩心近 5000米，分析微观岩心样品
照片 3000余张，在页理缝和只有人的头
发丝 1/500那么大的孔隙里，找到了页岩
油。随后，通过对近万米岩心厘米级精细
描述，上万块次岩心样品实验室微观研
究，5000多平方千米三维地震资料处理
解释，大庆科研人员逐步揭开了古龙页岩
油的神秘面纱，颠覆了传统石油地质理论
认知。

为什么是大庆人发现了古龙页岩
油？一个是敢“闯”无人区的闯的精神，一
个是能“创”新理论的创的精神。

采油工程研究院企业技术专家唐鹏
飞是大庆油田的压裂专家之一。古龙页
岩油的压裂，很多难题都是始料不及。他
夜以继日地观察记录压力的每一次变化，
总结分析出当前施工的不妥之处，一项一
项地加以解决。他把办公室搬到了试验
井组，在现场一住就是一个多月，24小时
紧盯压裂施工实时传输的施工曲线。技
术人员劝他回去休息，他说：“我没事儿，
只要压裂不停，我就一定在。”

企业首席技术专家、页岩油指挥部常
务副总指挥崔宝文，是古龙页岩油发现和
会战的亲历者与指挥者。在他的记忆中，
最煎熬的日子有两段，一次是古页油平 1
井排液求产的160多天，每日每夜的辗转
反侧：到底能不能出油？另一段，则是页
岩油新会战打响之后，每日每夜的奔忙不
休。

如今回忆过往，他感慨犹深：页岩油
会战的突破性进展，归根究底，是发扬了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大庆精神和优良传统。

环境变了 战天斗地的豪情未变

62年前的石油大会战，大庆石油人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62年后的新会
战，他们还是在“无人区”闯荡。

没有路，现铺路；没有水，打水井；没
有楼房，井场板房和共享公寓就是临时的

“家”。在这个战场上，有父子兵、夫妻兵
守望相助，也有“科研”兵、“钻探”兵、“压
裂”兵配合默契。他们或冲锋在前，常驻
一线；他们或镇守后方，刻苦钻研。会战
时间紧，回不了家，他们就登上钻台与家
人隔空相望；井场信号差，数据传输时断
时续，他们就披着棉被爬上冰冷的板房传
送数据……

一个个新纪录与新指标不断被刷新，
连轴转的最长天数纪录也同时一次又一
次被打破。节假日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吃住在井场上的绝不是个例，而
是群体。高峰期 34 部钻机、5 套压裂车
组、2000多人奋战在页岩油施工现场，钢
铁1205钻井队、尖刀1202钻井队、压裂红

八号车组、试油四队、油建十一中队等油
田标杆队、金牌队同台竞技，奋勇争先。

与技术难题同样难以攻克的还有速
度难题。

新会战第一个目标任务的时间节点
是6月30日，参战将士们要用短短半年时
间完成常规至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
的工作量。时间紧、任务重不说，钻机不
够、物料不足、组织如此超大规模生产的
经验不足等种种现实问题摆在面前。

时间紧张，那就全力压缩，实现无缝
衔接。

参战将士们“起跑即冲锋”，倒排运
行、挂图作战、按表推进、时刻对标，全员、
全过程、全天候无条件服从现场运行……

指挥部超前谋划、超前组织、超前实
施，加上信息化平台助力，井位、地质、工
程设计和现场踏勘由“串联式”变“并联
式”，时间一省再省，效率一升再升。

从 2021年 1月会战大军进军古龙开
始，参战将士们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正
常一年到一年半才能完成的任务。页岩
油的勘探新发现，离不开理论创新的引
领，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胜利、管理创新
的胜利。

时代变了 争当标杆的担当未变

今年大年三十的 16时 30分，1205钻
井队打的第一口井完井，队里却没有人回
家过年。热腾腾的饺子出了锅，却有一大
半人累倒在宿舍的床上沉沉睡去，甚至连
与家人视频拜年的承诺都没能兑现。他
们都是“粗心人”，时常忘记了吃饭、忘记
了休息、忘记了家人，可他们也都是“细心
人”，他们熟知每台设备的运转状态、掌握
每个钻井数据，将工作和生活都融入到了
这场会战中。

作为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带过的队伍，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早已融入到 1205钻
井队全体员工的血脉和基因中。有第一
就争、见红旗就扛，攻坚啃硬、开拓创新。
1205钻井队在此次新会战中先后创出页
岩油钻井周期 33.1天、28.7天、22.63天、
18.8天的高指标，带动了钻井整体提速。

“时代在变，挑战在变，1205人传承
和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决心永远不
变，严实的工作作风永远不变。”1205钻
井队队长张晶说。

7月 31日是试油试采分公司试油大
队试油四队在古龙页岩油区块坚守的第
714天。茫茫草原无遮无拦，在试验井组
进行排液求产的试油四队人面临的是高
温和暴雨的“双重夹击”。他们在炎炎烈
日下忘我劳动，每天工服都要湿透好几
身，脖子和脸被晒出了道道斑痕。遇上连
日的降雨天气，井场路面变得泥泞不堪，
他们顶着大雨，蹚过泥坑，一锹一锹地装
好沙袋，迅速回填到道路翻浆处，衣服被
大雨打湿，但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放
缓。这样的工作，仅7月份一个月试油四
队就干了 20多次，绝不让天气影响施工
进度。

石油大会战的前辈们创造了大庆油
田的辉煌历史，而今，无数大庆石油人正
在新战场创造新的历史，在新征程续写新
的荣光。

“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
雄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穿
越历史时空，大庆精神，始终薪火相传，熠
熠生辉。

新会战新战场

（上接第一版）“他始终放不下这片林
子，1989年去世后，家人遵从遗愿，把他的
骨灰撒在了这里，与这里的一草一木永远
相伴。”林场负责同志说。

这是改天换地的精神力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已

遮天蔽日，平均高度超过20米、胸径达30
公分。

“走进林子里，感觉确实不一样，空气
很好。”沿着木栈道，总书记步入林中。在
一棵落叶松前，总书记还特地用手丈量了
一番：“长得很好，树干很直。”

连树成林，林下的生态环境也好了起
来。

“原来我们脚下就是沙地，现在腐殖
土层已有二三十公分厚。这些小落叶松，
都是种子落下来自然长起来的。这里经
常出现黑琴鸡、狍子，这些年还发现了
狼。”林场负责人如数家珍。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森林防火工
作，考察过程中再三叮嘱要注意防火安
全。

“人为的火灾隐患要特别注意，一定
要处理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防火责任
重于泰山，不能把旅游收入看得高于防
火。那可是几代人的心血啊！60年植树
造林成果如果毁于一旦、付之一炬，损失
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你们 60年没有发生火灾，这已经很
不容易了，经验值得总结，继续完善，但丝
毫不可松懈。我们建这片林，它的生态屏
障作用，要永远发挥下去。”

离开纪念林时，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
见了林场三代职工代表。

“老同志，你就是去国际上领奖的那
位吧？”

人群中，总书记一眼就认出了满头银
发的第一代退休职工代表陈彦娴。2017
年，她代表林场职工领回了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你是什么时候到场里的？”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

召，来到塞罕坝。”“六女上坝”的故事家喻户

晓，当年陈彦娴等6人义无反顾来到这里，
在荒漠之上谱写了一曲无悔的青春之歌。

如今，青丝变成了白发，荒山成了青
山，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
坝精神一以贯之、代代相传。

站在陈彦娴身边的，既有防火调度
员，也有“森林医生”防治检疫员；既有硕
士毕业的林场科研所研究人员，也有刚刚
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

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慰：“2017年，我对你
们感人事迹作了一个批示，提出了塞罕坝
精神，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的组成部分。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
要继续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
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
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鼓舞人心的话语，回荡在绿水青山间。

历史的印记，历史的启迪

承德，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清代，这里因地处京师和塞北之间、

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过渡地带，
见证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留下
一段段“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
团结佳话，藏传佛教达赖、班禅灵童转世
的金瓶掣签制度也是在这里确立的。

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承
德避暑山庄、普宁寺、承德博物馆，深入考
察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宗教工作。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是清代

为实现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统一而修
建的。

习近平总书记依次察看澹泊敬诚殿、
四知书屋、烟波致爽殿等，详细了解山庄
历史和文物保护工作。

“了解了很多情况，学到了很多知
识。”总书记指出，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
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
适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

意义。
在《避暑山庄全图》前，总书记驻足良

久，仔细端详。
这幅由清代画家绘制的长图，呈现了

山庄鼎盛时期的全貌。山庄面积超过
8000亩，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地形犹如中
国自然地貌的缩影，亭台楼阁、山水相依，
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

“避暑山庄的文化很深厚，建筑构思
精美，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园林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文化
的瑰宝，要保护好，同时挖掘它的精神内
涵，这里面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

不时有游客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向他们挥手致意，并同他们
亲切交谈。

听说有些人来自承德本地，总书记嘱
咐他们常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们“从小就
要了解这里，热爱自己的家乡”。

普宁寺是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一，前半
部建筑为汉式、后半部为藏式，汉藏合璧、
有机融合，寓意四海之内“安其居、乐其
业、永永普宁”。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察看了天王殿、大
雄宝殿等建筑。

普宁寺内立有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
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
碑，四面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
刻。习近平总书记仔细察看碑文，了解相
关史实。

在承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
《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展览。

参观过程中，一幅展现土尔扈特部从
伏尔加河草原，逾越艰难险阻、万里东归的
示意图，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当年乾隆正
是在承德热情接见了东归英雄渥巴锡。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土尔扈特部都
去了 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
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
响力和向心力。”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走出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
说，历史是鲜活的，既有通史，也有专史，
各个方面都要研究透。要因地制宜开展
研究阐释，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
史学史工作。

在承德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承德见证了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
一些重要历史时刻，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
印记。我们的祖先在中华民族的进步过
程中、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政
治智慧、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要深入了解。

鉴往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56个民族、14亿多
人和睦共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城镇要好，乡村也要好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看看乡村，乡
村是我们人民最基本生活情况的反映。”

2012年底，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的习近平，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
来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为的是

“看真贫”。
时光荏苒，初心不变。
时隔 8年多，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24日下午，总书记再次来到河北农
村，考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地
处燕山余脉，莲花山风景秀美，滦河水绕
村而过，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随着乡村
旅游发展，休闲采摘、民宿等也兴起了，村
民们在家门口卖土特产又卖风景，腰包渐
渐鼓了起来。

村山谷市集的展厅里，本地出产的南
瓜、茄子、葡萄、毛桃等特色蔬菜水果，五
颜六色、琳琅满目。

“这里产的沙果昨天我吃了，味道很
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果子，别的地方
还真不多见。”总书记笑着说。

驻村第一书记郝天娇告诉总书记，现
在全村有农业温室大棚 303个，其中草莓

大棚有 230个。“我们专门去山东学草莓
种植技术，一年下来一个大棚能赚六七
万。”

村民霍金就住在村里的小河边，推开
门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两层楼的大房
子，院里种了棵杏树。

一家人热情地邀请总书记到家中做
客。这是一个三代 11口人的大家庭。正
值暑假，霍金的5个孙子都在家中。

“瞧这一家子，人丁兴旺啊！”看着可
爱的孩子们，总书记高兴地说。

老霍夫妇在家种大棚，两个儿子在外
务工，今年上半年，全家收入就超过了 10
万元。

客厅里拉家常，老霍有点激动：“这些年
来我们国家变化太大了，老百姓种地政府给
补贴，病了有医保，大病还有救助，养老也有
保障。有总书记领导，人民真幸福！”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不是
一个口号，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事的。”习
近平总书记回应道。

霍金家门口，闻讯而来的村民们纷纷
向总书记问好。

“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我
们农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乡村振兴。不仅
城镇要好，乡村也要好，乡村城镇一样好。
我们不能满足，还要再接再厉。全面小康之
后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总书记的话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从农村到社区，民生福祉无小事，一

枝一叶总关情。
离开大贵口村，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

到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中心成立于 2018 年，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方式，解决老
年人健康医疗、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需
求，服务范围已从社区向周边辐射，惠及
约1700人。

走进中心，大屏幕上展示了居家养老
智能化信息平台运行情况。工作人员随
机调取了一位老人的健康档案，联系方

式、生活习惯、服务需求、患病及用药情况
等一目了然。

工作人员告诉总书记，这位老人患有
脑梗后遗症，性格内向，日常需要上门配
送药物、打扫卫生、心理辅导。

“这些服务是固定的吗？”总书记问。
“是固定的。如果有其他需求，随叫

随到。”
“这个平台有多少人？”
“一共12个人。”
“这一块一年政府拿出的钱多不多？”

总书记又问当地政府负责同志。
“一年拿出120万，政府购买服务。”
“档案搞得很细。”习近平总书记点点

头，“这些都需要投入人力和资金。”
组建志愿服务队，创建“时间银行”，

鼓励大家“今天为别人服务、明天免费享
受服务”，是这个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的创新举措。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习近平总
书记见到了部分志愿者。

“当志愿者就是想老有所为，能发挥
一点余热。”大家告诉总书记，目前全社区
有 48名志愿者，主要由身体较好的退休
职工、退役军人组成，每天和工作人员一
起上门服务。

“你们讲的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你
们在探索做好老有所养的同时，也提出了
一个怎么老有所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老有所为同
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
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
较轻的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
理中有更多作为。

离开社区时，总书记同依依不舍的群
众深情道别。他指出：“我们已经走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只
要我们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4亿多中国人拧
成一股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
而不舍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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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

再插红旗到主峰
1205队页岩油新战场再创佳绩

作为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1205钻井队
自 1960年至今，已累计钻井 2487口，创下 4项
世界纪录、15项全国纪录，总进尺 316万米，相
当于钻透了357座珠穆朗玛峰。

正因如此，2020年12月，当1205队第21任
队长张晶主动请缨，申请加入页岩油会战时，
有人劝他慎重考虑：“页岩油井特别难打，万一
打不好，1205队这面红旗就得倒。”

“1205队的标杆是干出来的，不是保出来
的，队旗不能躺在荣誉室里。我们就要干别人
干不了的事！”张晶斩钉截铁地说。

在随后的动员会上，张晶和党支部书记带
头立誓：“不破 35 天绝不回家！”大家纷纷响
应。很多队员把大包小裹拿到井场，扔给家人
一句“就当我出国了”。从那天起，全队上下都
憋着劲，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大钻机和页
岩油井施工技术。

然而，现实的困难是，这是 1205队第一次
用70DB钻机，第一次打页岩油水平井，他们也
是这个平台上唯一一支没有大钻机施工经验
的队伍，所有的“一”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

“1205队到底行不行？”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新到队的司钻牛
彤在一次接立柱操作中，弄错了防喷盒的旋转
方向，将信号线挤坏，导致防喷盒无法正常使
用。为尽快扎实掌握新钻机的性能，队里党员
干部主动停止倒班，全队员工拿出铁人王进喜

“识字搬山”的劲头，重新坐回“课堂”，听厂家传
授经验；白天现场实践，练技能、练技术；晚上理
论培训，学结构、学原理。向钻井专家学，向兄
弟队伍学，向设备厂家学，同时先后探索实施了
3项关键提速技术。副队长蔡俊哲为了能安心
工作，将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送回岳母家，一心扎
在井场。副队长高晨在车里装满了日常用品，
累了困了就在车里休息一会儿，他说：“寝室太
舒适容易睡过头。”为了练好司钻操作，“一雪前
耻”，司钻牛彤在矿泉水瓶上画出按键，模拟司
钻操作手柄，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带领班组在精
益钻井竞技擂台赛上“打擂成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队用33.1天打完
了第一口井，率先突破 35天目标，施工效率领
跑同平台钻井队伍。固井的那天正好是大年
三十，大家在井上吃的年夜饭。他们说：“能实
现这个目标我们比过年都高兴。”

“队旗不能躺在荣誉室内” “不只要争第一，更要出经验”

率先突破钻井周期35天、30天、25天、20天
的目标，持续引领钻井指标创出新高。大庆油
田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1205钻井队，这支
功勋无数的队伍，在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新会
战这个从未涉足的战场上，多次创造奇迹，一次
次把红旗插到主峰上。

26 日，记者一行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
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大庆油田古龙页岩
油二号试验区。

旷野中，35米高的井架上，“钢铁1205队”
的队旗迎风飘扬，分外醒目。井架下，一群“红
工服”正在紧张地搭立柱。预计三天之后，全部
准备工作完成且验收合格后，1205钻井队将正
式进入钻井阶段，全力冲刺下一个目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吉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荆天旭摄

大庆页岩油二号试验区钢铁1205钻井平台。

大庆页岩油二号试验区钢铁大庆页岩油二号试验区钢铁12051205钻井队工人在钻井平台上调试钻机钻井队工人在钻井平台上调试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