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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古潜山油藏开采困难

创下胜利油田技套下深的新纪录
7月9日，记者见到了正在其他钻井队学习的薛友强，红色的工装映衬着他黝黑的

脸庞，已能清晰地看见时间留下的痕迹。在他的身上能体会到他那种执拗的性格，也正
是因为如此，他在胜利油田扎下了根。“原本家人希望我学医，但是我感兴趣的是石油
工程，最终我选择了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

大学毕业后，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薛友强只身来到胜利油田。“选择胜利油田不
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还有我大学实习时在这里留下的美好回忆。”大学
时薛友强便来到胜利油田黄河钻井32580队，这个能吃苦的小伙子给当时的队长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当我实习结束后，队长问我愿不愿意来钻井队，我想都没想就说愿意。”

梦想果然成真，但钻井工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2007年，薛友强刚刚来到钻井一
线，就对这里拼搏奉献的钻井人心生敬意，更加为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骄
傲。无论是炎炎烈日的夏天，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无论是平场地、打大钳还是扶刹把，
对待任何一项工作，他都认认真真地学、脚踏实地地干。

仅仅来到钻井队一年后，薛友强就成为了助理工程师，走上了技术员岗位。为了能
够尽快学会业务，提高技术水平，他在井上一连住了3个月。那段时间，晚上在宿舍睡觉
他都常常不脱工衣，为的是能第一时间赶到井场处理情况。检修设备的时候，他的手不
小心挤伤了，钻心地疼。为了不耽误干活，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干。

薛友强认为，只有多干活才能学到真本事，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遇到不懂
的问题就记在本子上，先查资料，再请教老师傅。就这样，边学边干，他负责的桩古18-3

井顺利完成施工，特别令他自豪的是，那口井技术套管下深4280米，超过当时我国东部
最深井胜科1井的技套深度，创下了近年来油田技套下深的新纪录。“这口井主要开采
古潜山油藏，难度大、危险高、周期长等因素困扰着我们。但这却是我们难得的一次学
习机会，上下全力以赴终于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施工。”

2011年，薛友强担任黄河钻井五公司50207队队长，岗位变了，但干好工作的信念没
变。集团公司做出向“非常规”区域进军的战略部署，他接到非常规樊154-平4井的施工
任务。该井的勘探效果直接关系到油田非常规井开采的发展前景，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作为队长，薛友强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事事处处抢在前，冲在先。辛勤的付出换来
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他组织施工的樊154-平4井创该区块同类型井最短钻井周期纪录，
樊116-2HF井创中石化最短钻井周期和最短建井周期两项纪录，总结形成的非常规井
施工“五优”管理法受到管理局领导高度评价，50207队更荣获管理局非常规增储会战集
体二等功。

雨天光脚徒步运钻机

奉献精神感动队员
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是薛友强和同事们的辛勤付出。这种付出在薛友强日常的工

作中比比皆是。在利675井的开采过程中更是让薛友强吃了一番苦头。“利675井在黄河
大坝里，有一天下着雨，车进不去，但是工作进程不能耽误，当时大家都焦急得不得
了。”眼见大雨一时停不了，薛友强带着6个人开始徒手运钻机及物料，“下雨路面湿滑，
我们就光脚运。”雨天的黄河大坝上，身着红工装的石油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钻机光脚前
行，这种奉献精神不仅让人动容，更感动着每一位50207队队员。

有一次农历大年初二，钻井进程遇到了障碍，接到通知后的薛友强马上从妻子老
家河北往回赶。“初三的票没有买到，只好买了初四的票。到了井队之后，处理了十多天
才解决问题。”而薛友强这十几天几乎就没有睡觉，累了就找个椅子躺一会，然后继续
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薛友强与同事们终于将困难解决，钻井进程得到继续。

困难的解决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成功，而这其中的一段小插曲让薛友强记忆深刻。
“当钻机挖到古潜山界面时，电测没有发现原油，这让大家都起了疑心。没有原油就可
能意味着前期的投资都打了水漂，甲方也担心。”正当薛友强与同事们都忧心忡忡之
时，意外发现通井之后，原油突然大量涌出，“当时我们十分兴奋，甲方听到消息后更是
马不停蹄地赶来，向我们表示祝贺。”

青年骨干不仅要成为急难险重任务的排头兵，更要成为科学技术攻关的带头人。
2013年，薛友强被调到享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的“科学钻井尖刀”队40577SL队
担任队长。来到这个标杆队，他感到由衷的自豪,也决心要带好这支队伍。

八年多的时光伴着轰隆隆的钻机声随风逝去，也见证着他八年多来奋勇拼搏、锐
意进取的绚丽青春，满怀石油梦想的薛友强将自己对石油的满腔热爱之情化为拼搏奋
斗的力量，带着新形势新任务赋予他的责任，向着金牌队再创新业绩的目标大步迈进。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胡勤康) 身为
一名普通的维修队职工，丁峰的孝心却不普通。20年前父亲因
病造成高位截肢，注定了丁峰的生活轨迹将离不开医院。但
多年来，丁峰一家人和睦相处，更将孝老爱亲这项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他的付出在旁人眼里是伟大的，但丁
峰总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

7月14日上午，丁峰正在检查泵房，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
和仔细，这或许是因为常年来照顾患病父亲所养成的好习
惯。1994年，丁峰还没有结婚，他的父亲就因动脉硬化闭塞症
而左腿高位截肢。“父亲在医院治疗时期是我感到最痛苦的，
因为看见父亲被疾病折磨我却只能守候在旁边，什么都做不
了。”在老人生病住院期间，白天由丁峰的母亲和姐姐照顾，
晚上则由下班后的丁峰负责。

“当时父亲每天输液是从早晨的八点多到晚上的零点以
后。仅仅输液就让父亲苦不堪言，更别说还有腿部因动脉栓
塞而疼痛难忍。”丁峰看到眼里，心中焦虑不安。为了给老人
减少一点痛苦，丁峰白天不休息，到书店买按摩技巧的书籍
学习，晚上按照书上的手法和技巧给老人按摩。看到老人在
他的按摩下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丁峰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老人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最终左腿高位截肢回到家
中。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老人装上了假肢，有了一定的行动能
力，丁峰与家人们都非常高兴。“但是装上假肢不一定都合
适，所以要不断地调整，为此我还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到济
南假肢厂学习。”经过丁峰的努力，老人使用的这种型号的假
肢，他已经能熟练维修调整，更换零件。“假肢试用了，父亲的
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随着时间的增长，父亲又变回来原来
那位和蔼可亲的老爷子。”

但幸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老人又又陆续患上了必须终
生服药的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低下和心肌缺血症；而丁峰母
亲也因早年的过度劳累导致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医生说要
将双膝关节换成人造的，这不亚于晴天霹雳。姐姐和我共同
努力为母亲积极治疗，结果，经过保守治疗，保住了母亲的双
膝。”虽然现在丁峰母亲活动时有些疼痛，但可以缓慢行走，
这才让丁峰及家人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丁峰的孝顺同样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妻子是我们这个
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他经常教育我，让我多耐心倾听
老人的话。”丁峰说，“这么多年来，妻子与我的父母关系十分
融洽，我们两口儿也从来没有和老人红过脸、吵过架。平时母
亲和邻居聊天，经过说有一个好儿媳，比亲闺女还亲。”

丁峰一直认为照顾老人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小
的时候，我就看到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奶奶，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而现在我的父亲生病了，我也要像父亲照顾奶
奶一样照顾他。”正因为如此，丁峰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十分
注意言传身教，“因为我们深知父母是孩子第一任启蒙老师。
我们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尽职尽责地工作，为孩子树立好
的榜样。

胜中荟萃物业公司维修队丁峰

精心照顾高位截肢父亲20年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十大功勋队”队长，薛友强说：

“只有多干活，才能学到真本事”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张强 张永国

出生于陕
西 ，学 成 于 武
汉，却孤身一人
来到胜利油田，
努力扎根在这
片土地上并结
出了成功的果
实。这个人是黄
河钻井五公司
40577SL钻井队
队长薛友强，大
学毕业后来到
胜利油田的他，
从一名普通的
技术员做起，成
长为如今的“胜
利油田十大功
勋队”40577SL钻
井队队长。8年
的时间薛友强
证明了自己，虽
然这条路充满
了艰辛与困难，
但他从未想过
放弃并义无反
顾地走下去，用
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一名石油
人肩上的使命
和人生价值。

薛友强正在进行倒闸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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