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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采油技能大师孟向明

培养人才有妙招
创新导师带徒“三级四步法”
文/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王常玲

甘为人梯育英才

孟向明在比赛中总结经验，传授经验
1月30日，孟向明来到现河采油厂采油1矿，对创新集成的电动机皮带轮拔出器进行

试验，并根据实验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改进、推广。在实验现场，许多职工正在仔细听孟向
明讲解，并不时地进行讨论。“培训这些新职工是我的一项工作，带着他们一起参与到创
新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可以促使他们进步，也培养他们创新的兴趣。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孟向明一直坚持的信念。而技能竞赛也一直
是孟向明传播技能技术的平台。多年来，他凭借着过硬的技术以及丰富的经验，一次又
一次地将“徒弟”们推向领奖台。“我曾经参加过2002年在大庆油田举行一场全国性的技
能竞赛。由于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比赛，没有经验所以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一
次的比赛对于孟向明来说是一次收获的比赛。“不会看三维图纸，对竞赛题目不了解等
等这些问题全部在那次比赛中暴露出来，这也让我意识到差距。”自此之后，孟向明吸取
经验开始不断地学习。

2005年，孟向明带领着现河采油厂的职工参加了胜利油田的技能竞赛。本以为这一
次的竞赛已经准备充足，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当时没有想到集体项目由于选
手经验不足和对比赛场地的不熟悉出现了失误，导致这一次的成绩也不理想。”通过这
一次的比赛，孟向明开始意识到比赛并不简单，需要考虑诸多因素。

为此孟向明创新导师带徒“三级四步法”来更系统地培养人才。“这种方式是将职工
分为三个级别，并以‘定位、规划、实施、评价’四个步骤运行为基础，实现‘有序晋级、无
限循环、高效运行’的‘闭环’管理模式。”孟向明实施这一套方法后，营造出了一种“比学
赶超”的良好学习氛围，并汲取以往的竞赛经验，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
中有多位徒弟晋升为技师、高级技师，更有人在省部级竞赛、油田竞赛中获得奖项。

近5年来，孟向明共带徒44人，其中2人在省部级竞赛中获奖，12人次在油田竞赛中
获奖。他同时特别重视对新员工的培养，在胜利油田竞赛获奖的徒弟中有7名是新职工。
孟向明的徒弟贾鲁斌成为了2012年中石化技能竞赛赛前培训班指导老师，在竞赛中所
培训的选手以包揽了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团体第一。近些年来，孟向明所在的采油九
队共培养了7名高级技师、5名技师，创造了油田采油行业的记录。

名师出高徒

孟向明善用引导的方式培养人才
“我认为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从引导方式入手，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从要我学转

变为我要学。我希望职工们能够主动去学习，从中发现学习的乐趣，这样他们才能更快
更好地进步。”孟向明的引导让许多他的徒弟受益匪浅。

2006年冬天，孟向明带着贾鲁斌来到一处偏远的地区调节抽油机的平衡。“这项工
作需要爬高站在抽油机上，用调平衡扳手将拧紧的螺母卸下。孟向明便提醒贾鲁斌该如
何解决这项困难。在贾鲁斌仔细琢磨之后，他发现可以用脚代手，解放出一只手来，危险
性自然就会降低。

油田技能竞赛金奖获得者耿曙光，“孟师傅对我的影响可以用‘深远’来形容，他也
一直都是我的一个目标。”耿曙光虽为“徒弟”，但却与孟向明同龄，同一年上班。“以前光
知道干活，现场操作能力虽然很强，理论学习基本就没放心上。主要是那时对自己的成
长还没有认真规划。”耿曙光意识到这一点后便“粘上”孟向明，不断地向他请教各种问
题，孟向明也很乐意倾囊相授，毫不保留。

“不唯革新而革新，关键要解决生产难题”这个准则一直影响着孟向明，同时他也将
这个准则传授给自己的徒弟。孟向明的徒弟魏同章针对油井渗水系统发明了一套报警
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稠油来说，必须要进行掺水才能稀释稠油，便于在管线内
输送，但是如果掺水量不够，发生油井管线堵塞，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孟向明介绍，管
线堵塞后，需要用到高压泵车、罐车以及5、6个人至少工作48个小时才能疏通好，工作量
十分巨大。

魏同章便思考着如何及时有效地避免稠油管线堵塞。“魏同章便试着发明一套报警
装置，如果掺水系统波动异常，便可以及时发现。并跟队上进行协调汇报，及时将潜在的
隐患进行排除，避免管线堵塞的发生，这也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孟向明在魏
同章发明的过程中向他提出了安全方面及定量方面的建议。“首先这个报警装置需要通
电，所以将其安放在室外，避免安全隐患。”当看着徒弟有了自己的创新成果，孟向明的
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近日，现
河采油厂采油
三矿采油九队
采油高级技师
孟向明荣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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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合理化建
议，多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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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达到5000余
万元。2012年，
他成为胜利油
田最年轻的技
能大师。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张丽) 已
经60岁的李文源在1月26号拿到了自己的离岗通知书，也
就是从那一刻起，他正式退休了。但供暖期没有过，许多
工作还需要人手，李文源便向上级请示，希望能够干完
这一个供暖期。如今李文源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继
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不知疲倦、默默地奉献着，站好自
己的最后一班岗。

2月3日，供暖期已经过半，但李文源的工作却依然不
轻松。他与同事一起从近3米高的上煤篦子上将较大的煤
块搬到地面，这项工作十分消耗体力，一会功夫就会累
的腰酸背痛。“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干完后累
得真是直不起腰来。”60岁的李文源与同事一样吃苦，一
样受累。

“目前锦华锅炉房人员紧缺，供暖期正是用人之际，
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我希望能坚持干完这个供暖
期，再为队上做些贡献，不要任何报酬。”当被问起为什
么已经接到离岗退休还要坚持在岗位上时，李文源这样
说道。

没有煤，锅炉就要瘫痪。为保证锦华锅炉房9台锅炉
的正常用煤，确保全天候正常供暖，虽说是早、晚七点半
上班，但李文源仍然和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检查皮
带、照明、破碎机，确认有无安全隐患。李文源对整个上
煤系统每台设备，都倾注着深厚的情感，像对待孩子一
样用心呵护。“要仔细检查每一样设备，一旦出了问题，
不仅修理费时费力，还影响居民的供暖质量。”深知自己
责任的李文源每次上煤，一级、二级、三级煤廊400多级的
台阶，每天要检查十几遍，上下要走好几公里，操作分煤
器，做到各煤仓里的煤量分布均匀；检查碎煤机、皮带是
否跑偏、托辊是否转动，用手感受着煤的湿度。

虽然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岗位了，但为了不让自己掌
握的技术跟自己一起“光荣退休”，李文源从上个采暖期
就结合工作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地一遍一遍教徒弟。从
上煤系统的构造原理、安全注意事项、常见故障处理、隐
患排查、巡回检查次数、停暖期如何检修，到每天给锅炉
上煤时间、根据天气情况每天上多少吨煤、每铲煤有多
少吨等都详细地教给徒弟，并且把自己手写的一本本厚
厚的工作记录本也留给他们，要求徒弟利用工作之余进
行学习，尽快掌握工作要领，适用工作要求。

最让大家感动的是，李文源新近又提出了《上煤廊
电路系统改造》、《上煤系统倒煤槽的改造》等合理化建
议，并结合供暖实际和往年的检修经验，提前制定了停
暖后详细的检修计划，确保今年上煤系统检修工作的顺
利开展。

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职
工，他倾尽所有为了这岗位，面对离开的不舍得、不放心，
是一名老职工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和对自己的问心无愧。

孟祥明正在指导徒弟进行标准化操作。

胜东热力大队
锦华锅炉房上煤工李文源
用负责的态度站好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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