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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我国陆上最大油田
65岁了。

1959 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为新中国
石油工业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在累计产出 25 亿多吨原油后，加快
推动页岩油效益开发，加紧布局四次采
油技术，加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开发
……大庆油田奋力描绘峰值更高、能源
总当量持续向上的成长“第二曲线”，持
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铆足干劲延续稳产奇迹

湛蓝的天空下，视野所及满是深秋
湿地芦苇的金黄，一台台抽油“磕头机”
点缀其间、上下舞动，这是油城大庆的
标志性风景。

“保 持 稳 产 是 采 油 队 的 根 本 。”在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作业区中四
采油队，班长王一伦白天“钉”在现场，
晚上和技术骨干研究开采数据，量身
定制最合理的注水采油方案，铆足劲
抢产夺油。

截至目前，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5 亿多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
36%，如 果 用 60 吨 油 罐 车 装 满 依 次 排
开，可绕赤道 15.6圈。

在大庆油田第七采油厂，多个存储
着液态二氧化碳的白色罐体依次排列，
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向地下注入二氧化
碳……这里正在进行致密油二氧化碳
蓄能压裂技术试验，以解决致密油层的
开采难题。

除了核心区，大庆油田外围区域多
是开采难度较大的致密油层。致密油
层区域石油储量达 10 亿吨，年产量约
640 万 吨 ，占 大 庆 油 田 年 总 产 量 超 过
20%，这是油田保持高质量稳产的一个
重要领域。

看似废气的二氧化碳，在油田却正
变废为宝。“为了突破致密油层采油难
题，我们向地下注入液态二氧化碳作为
压裂液，其气化之后体积膨胀，就能推
动地下原油流动，为原油开采增加动
力。”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大型压
裂项目经理部经理盖立佳说。

“一口已经投产的油井初期日产油
16.9 吨，比区块内未应用此项技术的油
井产能提升十倍以上。”盖立佳说，这项
技术为提升外围油田产能和采收率再
添“利器”。

对照世界同类油田，其稳产期一般
在 3至 5年，多则十几年。

大庆油田首席技术专家伍晓林说，
在长时间开发的情况下，国内外对大庆
油田枯竭的论调一直在持续。大庆油
田采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不
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目前油气产
量当量已经连续 21 年保持在 4000 万吨
以上水平，延续着稳产奇迹。

一摸工具就知道规格型号、一看电
流就能尽快判断出井下状况、一听声音
就能辨别机械可能的故障，“大国工匠”
刘丽常年坚持在生产一线，练就了自己
的“金刚钻”，为油田多产油、稳产油解
决了不少生产难题。

作为一名采油工人，刘丽获得国家
及省部级奖项 40 项左右。去年 9 月，大
庆油田授予刘丽等 8 人“新时代铁人式
标兵”。“时代在变，大庆人‘我为祖国献
石油’的精神信念始终没变。”刘丽说。

科技创新驱动能源增量

2021 年，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
获重大战略性突破，落实页岩油预测地
质储量 12.68 亿吨，为大庆油田开辟出
增储上产的“新战场”。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松辽勘
探研究室主任张金友和团队从 2018 年
开始，在温度不到零摄氏度的岩心库里
生了根，他们的研究深入到 4 纳米的页
岩孔隙中，在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勘探
开发理论认识上取得颠覆性突破。

“ 我 们 要 为 祖 国 再 抱 一 个 大 金 娃
娃。”大庆油田工程技术部副主任张晶
说。大庆油田 1205 钻井队把古龙页岩
油钻井周期从 113 天缩至目前最短 9.98
天，加快推动页岩油效益开发。

松辽盆地含油面积 6000 多平方公
里，地下纵深几千米，常规油、致密油、
页 岩 油 等 交 错 ，采 油 难 度 与 日 俱 增 。
几代大庆人以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
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科技根基贡献力
量，3 次问鼎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形成了世界领先的陆相砂岩油田开发
技术。

2024 年 1 月 19 日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上，大庆油田
化学驱油技术研发团队被授予“国家卓
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石油界把自喷采油称为一次采油，

二次采油通过注水将油“挤”出，三次采
油靠化学剂把油“洗”出来，即化学驱油。

化学驱油是世界石油界关注的重
大科技难题，水驱采油仅能采出原始地
质储量 30%左右。面对三次采油“卡脖
子”难题，伍晓林带领团队攻关，历经
5600 多次试验终于实现突破，使大庆油
田采收率在二次采油技术基础上提高
14 至 20 个百分点。2022 年，大庆油田
又攻克三次采油 2.0 版表面活性剂核心
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采收率。

目 前 ，大 庆 油 田 建 成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三 次 采 油 研 发 生 产 基 地 ，三 次
采 油 产 量 累 计 突 破 3 亿 吨 ，年 产 量 连
续 22 年 超 千 万 吨 ，三 次 采 油 保 持 领
跑 地 位 。

“化学驱油后仍有原油在地下，我
们开始布局四次采油。”大庆油田提高
采收率项目经理部经理叶鹏说，技术人
员系统剖析 118 个化学驱后区块、近 3
万口井资料，逐步明确了化学驱后地下
剩余油的分布规律和特点。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大 庆 油 田 首 席
技术专家程杰成说，目前更加前沿的
四次采油技术在大庆油田实现地质认
识、驱油机理等突破，这为充分挖掘油
藏潜力、延长油田生命周期进行了有
益探索。

据 测 算 ，四 次 采 油 技 术 全 面 推 广
后，仅大庆油田即可增加可采储量 2.78
亿吨。

新能源领航“未来之路”

很多人不知道，油城大庆亦称“百
湖之城”，拥有 200多个大小湖泡。

在第一采油厂群英西泡及北站泡，
一大片光伏板在水面上组成了“蓝色海
洋”。2022 年 7 月，大庆油田星火水面
光伏示范工程并网发电，这是中国石油
系统首个水面光伏项目，年均发电 2750
万千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 2.2万吨。

推进油气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离不
开技术赋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耗大
户，大庆油田将新能源技术创新和应用
作为突破点，为油田高产稳产、降本增
效服务。

石油在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易凝固
结蜡，需定期用热水清洗设备和管道。
传统的天然气加热方式能耗大、碳排放
高，为解决这一问题，工程师们研发出

了“光热+燃气”联合供热模式。
“这个项目的技术难点在于光热集

热器的布置上，油田管网密集、用地紧
张，我们经过大量排查调研，终于选出
两处合适的集热器布设点位。”大庆油
田第三采油厂工艺研究所副所长刘伟
说，年底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
以节约天然气 51 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1100 多吨。

“像抓油气产量一样抓新能源。”大
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经理庞志庆的话，
是大庆油田从“一油独大”向构建风、
光、热、储、氢多能互补新格局加快转型
的注脚。大庆油田实施“清洁替代、战
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部署，迈向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

百湖上，有新风。在大庆喇嘛甸油
田低碳示范区，一期工程十几台巨大风
机向阳而立，与油井间 7 万余块光伏板
共同输出绿色电能。

地处敖古拉大风口的喇嘛甸油田，
风电年利用小时数可达 3000 小时以上，
光伏年利用 1500 小时以上。2023 年示
范区开工后，第六采油厂工艺研究所新
能源技术室主任阚宝春一头扎进施工
现场，“这是大庆油田单体规模最大的
低碳示范区，必须全力以赴”。

今年 8 月，喇嘛甸油田风光项目累
计发电量突破 1亿千瓦时。喇嘛甸油田
新能源办公室主任张建军说，低碳示范
区生产的绿电将接入油田电网，用于油
田采油作业，仅风电一二期就将替代全
厂三成电力消耗，风光制电量将节约电
力成本 4亿元。

喇嘛甸油田风光项目是大庆油田
众多新能源场站的缩影。目前大庆油
田已建成 25 座光伏场站、6 座风电场站
并投入运行，年累计发电 5.8 亿千瓦时、
减排二氧化碳 45万吨。

从“黑金”走向“绿电”，一台台白色
风机在旷野里转动巨大叶片，一排排深
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反射熠熠光芒
……老油田“追风逐日”，铺展开更多绿
色发展的“新风景”。

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王春雨 强勇

持续为国“加油”
—65岁大庆油田上扬成长的“第二曲线”

云雾环抱的山地茶园里，白墙灰
瓦的民居点缀其中，三三两两的游人
在慢行道上骑行观光……记者来到陕
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富硒茶观光
园时，看到在当地从事电商行业的林
红梅正带领几名主播在茶园中边走边
直播。

“今天的直播不带货，就是让观众
和主播一起闲聊赏景，这既推介了当
地文旅，也会让观众加深对产品产地
的印象。”林红梅说。

凭借时代契机与自身努力，如今
有越来越多像林红梅一样的电商“新
农人”，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逐梦前
行。“新农人”把网络变成“新赛道”，把
科技当成“新农具”，把服务干成“新农
活”……他们为农村赋予鲜活生机，吹
来理念新风。

多年来，林红梅以陕西紫阳县为
基地做大电商公司，围绕市场需求发
展订单农业，打造从农户到工厂的完
整供应链，销售当地及周边区域的茶
叶、土豆等多种农副产品，每年销售额
可达数千万元，2023 年带动农户近 800
户实现产业增收。

为了在网络和市场竞争中发展，
林 红 梅 不 断 开 拓 新 的 经 营 模 式 和 思
路 。 今 年 以 来 ，她 和 公 司 围 绕 紫 阳
县 文 商 旅 相 关 产 业 ，对 当 地 从 业 人
员 开 展 免 费 的 业 务 培 训 ，提 高 他 们
的 线 下 服 务 接 待 能 力 和 线 上 宣 传 营
销能力。

“接受我们培训的，有各个村和社
区的茶农、茶商、农家乐经营户、景区
工作人员等 650 人，培训内容包括视频
编辑、直播运营技巧和使用人工智能
的文本处理软件等。培训完成后，他
们也成为我们的‘家乡推荐官’‘网络
分 销 员 ’，大 家 一 起 把 家 乡 推 介 得 更
好，把产品销售的蛋糕做得更大。”林
红梅说。

此外，还有许多西部“新农人”投
身农业科技领域，用科技手段促使农
业产业提质增效。32 岁的陈玉坤是甘
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她主要从事微生物功能开发与菌肥创
制、农牧废弃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研
究，形成的科技成果——生物质地膜，
已落地到实际农业生产中，目前已先
行在甘肃省推广示范 2万亩。

陈玉坤介绍说，生物质地膜具有
传统地膜的各项作用和优点，又能减
少塑料污染，实现农牧业有机固体废
弃物绿色循环利用。同时，使用了生

物质地膜的马铃薯，其淀粉含量、维生
素含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等各项品
质指标均有提升。

据了解，陈玉坤每个月需要来回
奔波数百公里，观察不同试验田里作
物的生长状况，以掌握对比菌剂的作
用效果。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韩融冰介绍，所里像陈玉坤这样的“新
农人”还有 70 多名，年龄最小的只有
26 岁。所里目前共取得国家专利 100
余项，通过研究新技术，为农业带来新
发展。

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许多乡村
的 面 貌 和 人 居 环 境 正 在 不 断 更 新 改
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根
本性变化。一些“新农人”也在通过土
地托管、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
加入到粮食稳产增产的队伍中。

眼下正是四川的秋种季节，在四
川 粮 食 生 产 大 县 中 江 县 ，“90 后 ”种
粮 大 户 常 滔 忙 着 指 挥 旋 耕 播 种 机 整
地 ，种 植 小 麦 、油 菜 等 作 物 。 此 间 ，
他 还 不 停 接 到 来自合作社和农户的
需求电话。

常滔是中江县永太镇金穗源粮食
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从 2019 年起发
展至今，他的合作社已形成产、供、销
为一体的综合经营模式，能够对水稻、
小麦、油菜、玉米的耕、种、管、收开展
全 程 机 械 化 作 业 ，并 能 进 行 加 工 、包
装、销售业务。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扶持“新农人”，四川作出系列安
排 部 署 ，包 括 量 质 并 重 建 好“ 天 府 良
田”、实施粮食扩面增产工程，同时出
台提升省级财政种粮大户补贴标准、
适当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补助水
平等硬政策。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扶持下，常
滔的合作社发展蒸蒸日上。目前合作
社服务面积已发展至 4 万亩，覆盖从本
县至周边县区的 9 个乡镇，年经营收入
达到 800 万元，固定用工人数达 25 人，
拥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式农用设备
165台套。

“赶上乡村振兴的好时代，农村处
处都有我们的新机遇、大舞台。通过
开展新业务，为农民提供‘新服务’，我
们蹚出了致富路。很快，农村也一定
可以用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这些新技术，让广大农民的农
活更轻松，生活更美好。”常滔说。

新华社记者 邵瑞 崔翰超 高健钧

西部“新农人”提升乡村振兴“活力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