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达 1508.81亿元

油 田 之 窗

“货已到站，需要紧急卸货 ，请全体党
员集合行动，圆满完成任务！ ”2 月 10 日 8
时 25 分，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生产服务
中心 10 名在职党员，同时收到了党支部书
记张志国从钉钉工作群发来的紧急通知。

任务就是指令。分散在不同岗位上的党
员，各自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快速向中心
物料站台集合。 中心物料站台前，一辆满载
压缩机润滑油的大货车已经停在那里，宽厚
的轮胎被货物压得有些扁。

“党员就要做到平常时刻能看出来 、
任务面前能站出来，就得冲在前面！ 今天
的任务突击就看大家了 ， 一定要注意安
全 。 ”早已在货车旁等候的张志国 ，看到
党员已经全部到齐， 简单进行动员后，第
一个爬上了货车车厢。

每个重达 185 公斤的润滑油桶， 硬抬
不好下手，平移没有抓头，只能借用工具经
过烦琐的步骤吊运到物料站台上。 卸车过
程中能看得出， 大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儿，动作娴熟、经验丰富。 几人默契配合，先
用带子套住油桶的上半身， 用力将油桶与

车底形成 15 度斜角，然后由其他人快速穿
绳和打结，最后挂到吊车上起吊。 起吊过程
中，有的负责指挥，有的负责监护，有的负
责规范码放，大家各司其职、协同工作，只
用了 3 个小时就顺利将几十桶压缩机润滑
油整齐地摆放在料台上。

其实， 卸车工作本该找卸车工操作，但
该中心一直由本单位党员负责。 “压缩机润
滑油是保证各输气区增压站压缩机组正常

运行的重要物料，全厂每年需要购置压缩机
润滑油 30 余吨， 再加上其他钢材等物料的
配送卸车，这些突击任务都是由我们党员义
务奉献完成，一年可节约外委卸车费用 3 万
余元。 ”中心主任郑亮锋解释道。

“重点任务突击 、 承揽门岗值班等业
务， 都是在党员主动带领下去完成的 ，妥
善解决了单位人手少、 任务重等难题 ，党
员敢啃硬骨头、敢打攻坚仗的作用得到了
彰显。 ”党支部书记张志国自豪地对记者
说。

本报记者 史式灿

通讯员 范永光 张化文

“党员就得冲在前面”

本报讯 （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王媛） 2
月 10 日， 中原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提
高采收率研究所技术人员倪海涛与文卫采

油厂技术人员来到明 16 块聚合物驱先导试
验站，讨论聚合物驱站内扩大布局及设备参
数。 这是中原油田通过厂院结合，稳步展开
聚合物驱油扩大试验进程的一个缩影。此项
技术一旦取得突破，将对提高东濮老油田的
原油采收率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聚合物驱技术是三次采油手段中的一
种化学取油技术，就是将有黏度的聚合物溶
液替代污水注入地层， 通过改善油水流度
比，扩大驱替液的波及体积，将长期滞留在
地层孔隙中的剩余油采出，从而提高石油采
收率。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技术专家王斌
对记者说。

据了解，今年 1 月起，中原油田石油工
程技术研究院联合文卫采油厂， 率先在明
16 块进行聚合物驱整体方案部署， 厂院同
向发力，稳步推进地面、钻井、层位归类等前
期工作， 深入探索聚合物驱提高采收率技
术。

地面建设是开展聚合物驱试验的基础。
为满足明 16 块聚合物驱扩大到 8 注 13 采
的需求，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多次
与文卫采油厂结合，针对前期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方案， 共同联合油田工程设计部门，
对地面布局进行优化，讨论工艺技术的可行
性，确定明 16 块聚合物驱设备运行参数。最
终，双方确定了占地少，撬装、智能连续混配
注一体化工艺，并全部实现数据远传，达到
“五化”地面建设标准，在人员优化、智能管
理、提质增效等方面迈出了可喜一步。

为确保明 16 块早日进入全面、 有效的
整体注聚阶段，厂院联合的项目组共同倒排
工作量时间节点，明确分工，协同推进井网
调整、方案设计、井筒准备、现场基建、设备
购置等工作。 厂院联合建立了周例会制度，
信息互通有无，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 聚
合物驱地面设计效果图设计、 油层归位、设
备采购、基础建设等工作逐步展开，预计今
年第二季度将实现明 16 块的油水井整体注
入聚合物。

该项目组负责人表示， 明 16 块整体聚
合物驱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聚合物驱在东
濮老区的适应性评价进程，为寻找油田有效
提高采收率技术提供强力支撑。此项技术一
旦取得突破，并推广应用于东濮老区，将打
破化学驱在高温高盐油藏应用的壁垒。 为
此，中原油田聚合物驱创新团队将持续深化
聚合物驱先导试验，加快形成关键核心技术
体系，推进东濮老区稳产增产。

关键核心技术有望促进东濮老区稳产增产

中原油田厂院结合展开聚合物驱油先导试验

眼下，随着气温回升，台前县吴坝镇吴坝
村设施农业基地，几十座日光温室大棚生机勃
勃，满眼的绿色蔬菜豆角苗长势喜人，一派丰
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再过半个月，棚里的‘一尺绿’就要上市
了，露天蔬菜还没下来，正赶上卖个好价钱。 ”
承包户马吉全看着含苞待放的豆角花蕾，高兴
得合不拢嘴。

“现在正是结豆角的关键时期， 应该注意
控制温度、湿度，水肥一体化管理。 ”温暖如春
的大棚里，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田丰“手把
手”为种植户讲解豆角种植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知识，把农业技术课堂搬进了温室大棚。

在县、乡农业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勤劳的
吴坝村村民从去年 12 月初开始育苗、整地、移
植、管理……像照看孩子一样照料豆角，希望
在这温润的大棚里早些结出“富裕果”。

吴坝镇北姜庄村高标准农田里，同样是一
派热闹繁忙的春耕景象。

看着绿油油的麦苗，种粮大户程运峰脸上
乐开了花。 他轻轻扭动节水灌溉设备开关，一
场甘霖从天而降，几百亩麦苗沐浴在绵绵“春
雨”中，一棵棵小麦苗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尽情
地舒展着腰身，越发显得清新嫩绿了。

“只要调整好角度，铺好水管，喷灌机就能
精准定位，还能自助来回摆动，节能、高效、省
力、省事、增产……一举多得。 ”程运峰一脸喜
悦地说，“现在耕种管收都机械化了，农业生产
步入现代农业行列，来年俺还要多承包几百亩

地，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
近年来，随着节水灌溉、测土施肥、秸秆还

田等农业技术的使用，程运峰承包的 200 多亩
耕地，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提高了农作物的产
量和品质，收入有了明显增加，种粮的劲头更
足了。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广大党员干部、技术
人员和农民群众忙碌的身影。 县、乡农业技术
人员在查看当前麦苗长势，现场“把脉问诊”，
指导农民搞好春季麦田管理，力争今年再夺小
麦大丰收。 这里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型设备成
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户都在享受科技所
带来的便利。

“小麦高产，重点在管。 当前，麦田管理进
入关键时期， 只要因地因苗抓好春季田管，做
好病虫害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防范，就一定能
再夺夏粮大丰收。 ”台前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杨广起满怀信心地说。

为搞好春耕生产，新春伊始，台前县就抢
抓时间节点，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组
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全县各乡镇田间地头，
查苗情、墒情及病虫草害情，围绕耕地质量提
升、农机化作业、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开展技术
指导工作，切实帮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中的技
术难题。 同时，组织引导各农资经销商及早做
好春耕化肥、种子等农资储备工作，满足广大
农民春耕生产的需求， 为全年丰产丰收开好
头、起好步。

通讯员 王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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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振

涛 通讯员 王世冰 李威）
2 月 9 日，清丰县 2022 年
经济“成绩单”出炉，全县
经济运行呈现承压前行、
逆势突破、增速领先的态
势，其中四项关键指标勇
夺全市第一。

具体来看：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 84.4%， 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50.1 个百分
点 ，居全市第 1 位 ；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72.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1%， 居全市第 1 位；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11.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1%， 居全市第 1 位；税
收收入完成 7.4 亿元，同
比增长 9.1%，居全市第 1
位。此外，500 万元以上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0.7%， 居全市第 2 位 ；
GDP 完成 237.7 亿元，同
比增长 5.9%，居全市第 3
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9.2%，居全市第
4 位。

硕果累累 ， 其来有
自。 过去一年，清丰县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
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 重要要求，紧
紧围绕 “一个融合 、四个
强县 、四个清丰 ”奋斗目
标，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发力

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功能配套，加速产业集聚发展，
推动全县工业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层
次。

经济运行调度有力。 严格落实市稳运行促增长
80 条、接续措施 70 条等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生产供
给稳定增长，经济大盘保持稳固；坚持双线嵌合，最
大限度保障疫情期间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建、物流
不停运；紧盯经济主要指标和高质量发展指标，组织
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 20 次，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重
返第一方阵打下坚实基础。

谋划项目精准高效。 全市项目集中谋划工作开
展以来，共谋划项目 387 个，总投资 1011.7 亿元。 充
分利用项目谋划成果， 筛选梳理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 111 个，总投资 154.8 亿元，拟申请中央预算内资
金 49 亿元； 筛选梳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117
个，总投资 226.6 亿元，债券资金需求 132.8 亿元。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建立分级负责、领导分包、
专班推进机制，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困难和问题，保障
项目签约、开工、投产、达效等环节无缝衔接、压茬推
进、梯次跟进。 37 个省、市重点项目，总投资 299.49
亿元 ， 完成投资 166.38 亿元 ， 占年计划投资的
148.15%；全友家居、慷合食品等 18 个投资规模大、
带动能力强的主导产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诺椿阁、
人民医院等一大批立足转型、 惠及民生的重大项目
陆续开工建设；前六期“三个一批”在库项目 25 个，
总投资 255.9 亿元， 开工率、 投产率、 达效率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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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濮阳县在濮水小镇组
织举办舞龙、 舞狮表演及精彩绝伦
的武术和杂技表演。 清丰县组织开
展“翰墨飘香”义写春联活动、举办
民俗文化知识讲座等文化文艺活

动。 南乐县组织仓颉庙会、新春书画
展、民俗展等活动。 范县组织开展梦
幻灯光节、“舞金狮·闹新春” 等活
动。 台前县在县城区和各乡镇陆续
开展戏曲、武术、舞龙、舞狮等民俗
文化表演活动。 华龙区在岳村镇大
翟门社区组织举办“启航春天”新春
村晚。 开发区、工业园区、示范区以
文艺小分队为主体，在村、社区广泛
开展文艺汇演，欢快的锣鼓、喜庆的
秧歌走进社区与村内。 一系列活动
的开展让居民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

围，收到了文化惠民、为民、乐民的
效果。

加强宣传，图、文、影并茂，
全角展示濮阳文化新形象

好的活动离不开好的宣传 ，好
的宣传离不开高质量的策划与实

施。
我市各级媒体， 从策划之初到

活动展演，聚焦活动每一处角落，用
手中的笔和镜头全景记录时代、定
格历史，为城乡留存壮美画卷，为百
姓记录精彩故事。

统筹谋划部署及时宣传报道 。
印发《濮阳市 2023年 “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 ”元旦 、春节期
间活动宣传报道方案》， 要求全市
新闻媒体按照中央、 省有关部署 ，
做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稿件的
转发(播)工作 ，组织策划我市宣传
报道工作。

强化宣传造势吸引广泛关注 。
根据全市春节期间重点文化活动安

排，针对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濮阳市 2023年春节系列文
化活动安排》《中共濮阳市委宣传部
关于举办濮阳市 2023年元宵节民

俗文化活动的通告》，在全市各类新
媒体平台广泛发布，畅通信息渠道，
吸引群众关注参与。

内宣外宣一体推进对上发稿硕

果累累。 活动期间，《光明日报》《河

南日报》等中央、省级媒体刊发我市
文化文艺活动信息共计 25篇 。 其
中，新华社客户端刊发《濮阳仓颉庙
会年味儿浓》，《光明日报》刊发《河
南范县：“文化盛宴” 送到群众家门
口》《河南范县： 书香过年 “有滋有
味”》，河南日报客户端刊发《南乐 ：
仓颉庙会迎新春 消费回暖人气旺》，
河南日报客户端、 河南广播电视台
刊播《濮阳市将举办濮阳佳肴“年货
美食节”》等，多重新闻媒体广泛关
注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展
示了濮阳丰厚的文化底蕴。

守牢底线，安全、精彩、圆
满并重，全域打造濮阳文化“一
盘棋”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必须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
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我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强化
安全办节意识， 确保节日文化活动
“既欢乐祥和，又安全圆满”，打造全
市文化活动“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增强安全意识。 节日活动的举
办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各县（区）、
主办单位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压实
属地管理责任 ， 牢牢守住安全底
线，有序稳妥推进各项活动组织实
施。

持续督导检查。 多次组织开展
春节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 ，
督导各主体增强安全意识， 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
关要求，确保文化市场安全有序。

强化协同联动。 组织协调文旅
体及公安、应急、城管等部门联动配
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市文广旅体
局制订春节期间群众文化活动方

案，组织开展下基层、进社区文化惠
民活动。 市公安局提前制订安保方
案，在主要路口、文化广场等处加强
人员、车辆疏导和外围巡逻防控。 市
应急管理局开展风险分析研判 ，加
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市城市
管理局扮靓城市夜景， 布置新春灯
展，打造网红打卡地。 通过多部门协
同联动， 确保了春节期间各项文化
活动安全、精彩、圆满开展。

大棚里面传“真经”

立春已过，小麦开始返青生长，为了指导农民因地制宜、因苗施策进行麦田管理，市农
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土壤墒情监测和苗情调查工作。 图为 2 月 8 日，该局技术人员
正在取样进行土壤墒情监测。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周冰 摄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白国华 通讯员 杨晓
婷） 记者 2月 10日自市统计局获悉， 刚刚过去的
2022年， 全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1508.81亿元，增
速达16.1%。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

内疫情新发多发冲击， 以及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
运行的复杂局面，全市各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迎难而上、克难前行，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
设，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全市工业保持了较好的

增长态势 。 全年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1%，较全省 5.8%高出 10.3个百分点，自去年 8
月份起连续 5个月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全年规上
工业营业收入增速均保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发

展态势。
虽然我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总量再创新高，

但与全省相比依然存在差距， 尤其是规模依然偏
小。 2022年， 全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1508.81亿
元 ， 分别较 2021年 、2019年增加 247.19亿元 、
492.34亿元，创下 2019年以来最高值，但全市总
量依然偏小，全年全市营业收入总量居全省第 17

位。
在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中， 制造业居

主导地位。 2022年， 分门类看， 制造业营业收入
1123.86亿元，占全市营业收入的 74.5%，同比增长
17.7%，高于全市营业收入增速 1.6个百分点，拉动
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13.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三
大”“三专”产业保持平稳增长，石油化工业拉动作
用明显。 全市 “三大” 主导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087.42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的 72.1%；
“三专”特色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65.56亿元，占全市
营业收入的4.3%。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通讯员 王晗 ） 2
月 11 日， 记者自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获
悉， 为确保优质高效完成省道 304 濮阳白
堽、 国道 240 范县杨集两座黄河大桥项目
年度建设任务，2 月份以来，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多措并举推动两座黄河大桥项目复

工复产。
为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实现开门红、开

局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召开了节后复工
复产会议，对我市两座黄河大桥项目节后施
工生产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督促各项目负
责人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合理安排人

力、物力、财力，及时制订复工复产工作方
案，统筹调配人员和材料设备，促生产、抓进
度，尽全力快速恢复工程正常建设水平，全
力迎战节后开门红。 截至目前，省道 304 白
堽黄河大桥项目监理、施工、中心实验室等
部门管理及技术人员返岗 79 人， 到岗工人
40 余人；国道 240 范县黄河大桥项目监理、
施工等部门管理及技术人员返岗 44 人，到
岗工人 150 余人；两个项目梁场、拌合站、钢
筋场等已复工生产，主桥、跨大堤桥等主体
工程作业面正有序进行施工，为抢抓施工黄
金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保质量 抓进度

我市两座黄河大桥项目顺利复工复产

中原油田地面工程抢维修中心工会充分发挥“健康驿站”的职能，设立健康管理组，配备
了医疗设备及仪器，每月初为全体职工进行基础健康监测，建立员工健康档案，并根据员工
健康状况进行岗位调整，努力保证员工健康。图为 2 月 11 日，该中心文留服务工区健康管理
值班人员为一线职工进行血压监测。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姚赛赛 摄

时刻守护员工健康

墒情监测取样忙

连续5个月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