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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认为，石油藏在

地下，就像一条‘油河’，开采石油

是把石油从‘油河’中抽上来。其

实石油全部藏在岩石的缝隙中，开

采需要科技手段支撑。”大庆油田

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张彬指着岩心

对现场观众说。

60 多年来，从易开采的高渗

透率岩心，到不易开采的低渗透

率岩心，一代代大庆人从石头缝

里“抽”出、“压”出、“挤”出宝贵的

原油 24.3 亿吨。而在大庆油田闯

过的一道道难关和不断实现超越

的科技变革中，“爱国、创业、求

实、奉献”的大庆精神穿越历史的

时空，成为一座油田永葆活力的

力量之源。

与石头缝“较劲”

在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的一

个展柜内，静静陈列着松基三井的

岩心。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

喷工业油流，这标志着大庆油田的

发现，从此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

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以

“铁人”王进喜等为代表的几代大

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建成了

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采收率研究室一排试管中，油与水

的比例随着标注的开采时间逐渐

变化，从开发初期几乎全是油，到

如今水上只漂着一点“油花”，石油

开采难度递增一目了然。

“我们的工作就是与石头‘较

劲’，使油田采收率不断提升。”采

收率研究室高级工程师王蕊说，

“油田的‘找油’历程，也一直围绕

着油与水的矛盾做‘斗争’。”

为了解决油田开发难度逐年

加大的难题，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呕

心沥血，攻克了无数难关，大庆油

田也经历了一次采油、二次采油、

三次采油的实践。如今，四次采油

技术也在不断完善、成熟。

“简单来说，一次采油就是依

靠地层压力，使石油自喷出来，地

层压力减小后，自喷就无法实现

了。二次采油则是通过注水或气

的办法驱动采油，三次采油则依靠

注入化学剂、热介质和气体等驱动

采油，四次采油是一种多介质协同

的提高采收率技术，更加智能、高

效、精准。”研究院企业首席技术专

家韩培慧说。

韩培慧介绍，油田曾采用笼统

注水开发，但因为方法不够精细，

出现了“注水三年，水淹一半，采收

率不到5%”的问题。以大庆油田第

二代“铁人”王启民为代表的科技

工作者夜以继日攻关，创立了“六

分四清”分层开采方法，使采收率

提升了数倍。

如今，二次采油到四次采油在

大庆油田均有不同规模的应用。

“经过数十年的高效开发，要突破

油田产量递减的客观规律，实现产

量不降反升，必须不断创新技术，

每一滴油都来之不易。”采油一厂

一矿矿长辛亮感慨地说。

“水中捞油”真厉害

三次采油之后，地下仍有 40%

的原油，但油层含水已接近98%，相

当于“水中找油、水中捞油”，是个

世界级开发难题。

“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进行相

关实验，仅岩心驱油这一项实验，

就至少进行了1万组，消耗了至少2

万块岩心。”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

海波说。

“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就对四

次采油技术通过大量试验，为四次

采油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第

二采油厂第七作业区注聚二队队

长侯巍说。

“四次采油技术不是‘纸面上

的技术’，攻关以‘年’为单位计

算。”采收率研究一室科研人员樊

宇说，2013 年到 2014 年，面对试验

中油井采出液含水量突然增加的

“意外”，他好几个月睡不好觉，和

同事加班加点，钻研一年才解决问

题。

如今，四次采油技术已经实现

地质认识、驱油机理等多方面的突

破，占领了世界四次采油技术的

“制高点”。

据测算，四次采油技术全面推

广应用后，大庆油田可增加可采储

量2.78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一个10

亿吨储量以上的优质油田；全国可

增加可采储量5亿吨，相当于找到

一个20亿吨储量的大油田。

60多年来，几代大庆石油人致

力于科技自主创新，累计取得国家

级科技成果 106 项、三次问鼎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创造了原油5000

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油气

当量 4000 万吨以上持续稳产的世

界奇迹。

走好“科研长征路”

采油技术一次次突破的背后，

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

精神的生动写照。

“身穿‘冰淇淋’，风雪吹不进，

干活出大汗，北风当电扇！”这首打

油诗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

田科研人员在极寒天气下进行分

层注水研究的场景。

“所谓‘冰淇淋’，就是天气太

寒冷，室外工作者棉袄棉裤上都是

冰雪，看上去人就像冰淇淋一样。”

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袁庆峰笑着说。

大庆人之所以这么拼，其实是

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科学基

因，让他们从不敢懈怠。

早在1960年4月，在大庆油田

第一次开发技术座谈会上，十大开

发试验和十四项技术攻关就开始

提出并相继实施，大庆人从而掌握

了不同油层注水开发的动态变化

及油水运动规律。“一次采油开始

的同时，二次采油就得以实施了。”

袁庆峰说。

1965年，三次采油开启研究工

作，“30年磨一剑”，韩培慧说，1972

年进入矿场试验，1995年进入工业

化应用，中间跨越了整整30年。

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

我的“三超精神”在大庆科研工作

者一次次“否定之否定”中孕育而

生。

“创新是一场不凡的历程。”

王启民回忆起自己的“科研长征

路”。

油田开发初期，他靠着两条腿

到一口又一口井调查，“把每口井

都当成自己的孩子”。20世纪80年

代，为实现高含水油田持续稳产，

王启民把目光瞄向了不计入石油

储量表的“表外储层”，这是国际上

被判了“死刑”、旧理论无法开采的

油层“禁区”。最终，他摸索出一套

开发“表外储层”的新技术，推动大

庆油田稳产10年。

随着油田开发持续深入，“井

井高含水、层层高含水”成为大庆

油田的新特点。2003年至2014年，

大庆油田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实

现了原油 4000 万吨持续稳产 12

年，为油田持续有效发展和国家能

源战略安全作出了贡献。

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王启民，

对自己当年在宿舍门上贴的“闯将

在此”四字横批记忆犹新。

“我们的岗位在地下，斗争的

对象是油层，搞石油的人，思想一

定要解放，要勇于去质疑。”王启民

说，“一变思想，必有出路。”

⇑3月21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城市圣何塞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

仇恨犯罪。

美国亚特兰大地区16日发生3起枪击案，造成包括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亡。美国加州旧

金山湾区民众连日来举行多场集会和游行，抗议美国不断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新华社发（董旭东 摄）

这里的石油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采油背后的大庆精神传承

新华社记者 韩宇 管建涛 杨喆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日前在莫斯

科接受中国驻俄记者

联合线上采访时表

示，中国对于俄罗斯

来说是真正的战略伙

伴，两国志同道合，俄

中相互信任和相互尊

重的对话应为其他国

家树立榜样。

应国务委员兼外

交部长王毅邀请，拉

夫罗夫将于3月22日

至 23 日对中国进行

访问。拉夫罗夫表

示，俄中两国领导人

和两国人民把俄中关

系评价为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这是当之无

愧的、公正的描述。

回顾俄中关系发

展历程，拉夫罗夫说，

俄中过去 20 年的合

作 充 满 活 力 ，双 方

2001年7月在莫斯科

签署的《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具有历

史性意义，它为两国

之间形成新型关系，

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奠定了政

治和法律基础。今年

是该条约签署 20 周

年，双方已商定将条

约延期，俄中还将共同举行庆祝活

动。

谈及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国际局势

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新的经

济增长中心、金融力量和政治影响

中心正在加强。遗憾的是，以美国

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试图阻止

这些客观趋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

自己在全球经济和国

际 政 治 中 的 支 配 地

位，将自己的意志和

要求强加给他国。

他说，作为回应，

俄中正在联合推动建

设性议程，希望构建

公正、民主、稳定的国

际治理体系，并依靠

各国及其一体化组织

之 间 开 展 广 泛 的 协

作。

拉夫罗夫说：“对

我们而言，中国是真

正的战略伙伴，真正

的志同道合者，我们

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

对全球和地区局势发

挥稳定性作用。”他强

调，俄中相互信任和

相互尊重的对话应该

为 其 他 国 家 树 立 榜

样。

拉夫罗夫表示，

自2006年以来俄中已

经举办了“国家年”

“青年友好交流年”

“旅游年”“俄语年”和

“汉语年”等大型活

动。这些交流活动有

助于巩固俄中各领域

协作，使俄中关系内

涵更为丰富，社会基

础得到加强。

他说，2020年和2021年是俄中

科技创新年，双方计划举办超过

1000项活动，其中多场活动用于交

流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经验，双方

互动非常紧密。去年已举办超过

500 场活动，受疫情影响主要以线

上形式举行。希望今年的一些重

要会晤能够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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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棚蔬菜提供滴灌与倒挂

微喷相结合的双系统灌溉模式、为

不同果树“定制化服务”的小管出

流精细灌溉、兼顾浇灌与施肥的水

肥一体机……春耕时节的首农庄

园里，新安装的高效节水灌溉系统

正为农作物提供“精准服务”。

首农庄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上庄镇，是一座新型高

端农业示范园。不同于

如今先进的灌溉设施，

从前老化的设备设施带

来过不少困扰。首农庄

园副总经理蔡满山介

绍，此前庄园里的机井、

节水灌溉设施一度老

化，灌溉设备缺乏与农

艺相结合的节水高效生

产技术，灌溉能力欠缺，

节水效果也不够好。同

时，智能化、自动化灌溉

技术也不够普及，园区

内的灌溉设施普遍依赖

人工手动控制。

“生产成本增加、灌

溉均匀性差、农业生产

效率较低，这些基础工

程存在的问题使得农场

远远达不到‘节水、省

工’的效果。”蔡满山说。

2020 年，借助北京

市推动“两田一园”（粮

田、菜田、鲜果果园）高

效节水工作的契机，北

京禹冰水利勘测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为首农庄园

带来新的改建方案。在

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园

区对机井、井房、水泵、

过滤施肥设备等在内的

骨干基础工程进行重

建，同时对田间灌溉设

施进行了改善、升级建设。

据参与该项目的技术人员侯鹏

介绍，针对园区集中连片的果树，他

们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系统，用户只

需在首部按下开关即可同时实现灌

溉与施肥；对于地块内作物种类多、

种植结构复杂的情况，他们又设置

田间小首部分别进行控制，方便对

不同作物“精准服务”。

为进一步提高田间水的利用效

率，技术人员又在充分尊重当地用

户意见的基础上，根据作物的灌溉

适宜性升级了灌溉方式。在蔬菜大

棚内，他们采用滴灌与倒挂微喷相

结合的双系统灌溉模式，上下结合，

精准“投喂”。果园内则大部分采用

小管出流的灌溉方式，在尽量不影

响农耕机械作业和少占用耕地的基

础上，于地面精细化铺设管网系统，

实现对不同种类果树的精准浇灌。

这些“精打细算”的设计，在“喂饱”

农作物的同时，又能避免“粗放式”

浇灌，有效实现节水目标。

技术人员的努力很快看到了

回报。蔡满山介绍，高

效节水灌溉系统安装

后，园内实际灌溉用水

量从319.35立方米每亩

降低到223.48立方米每

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从 0.73 增加到

0.75以上，以此推算，每

年预计减少用水量6.58

万立方米，相当于约35

个标准游泳池的储水

量。

“这套系统不仅节

约人工成本，还能够实

现节水与农业增产的目

标，真可谓一举多得。”

蔡满山说。

北京市海淀区节约

用水事务管理中心负责

人 望 潇 介 绍 ，海 淀 区

2020 年 完 成“ 两 田 一

园”高效节水灌溉系统

建 设 面 积 6375.17 亩 。

根据数据测算，项目实

施后实际灌溉用水量将

从262.61立方米每亩降

低 到 195.51 立 方 米 每

亩，亩均减少 67.1 立方

米每亩，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从0.73增加

到0.75以上。

北京市节约用水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节

水科技正越来越受到重

视，并将成为未来的重点攻关项目。

据北京市2020年10月发布的《北京

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北京市将重

点加强取用水精准计量、水资源高效

循环利用、用水过程智能管控、精准

节水灌溉控制等先进适用技术、设备

研发。同时，还将着力促进节水技术

推广，加强与节水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引进相关技术

和装备，不断提升节水技术水平。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在

首农庄园的田地里，新生作物在浇

灌之下静静地生长着。而这家农

庄里的节水“新花样”，正在相关部

门的推动之下，惠及更多田间地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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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

者 王思北）记者22日从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获悉，国家网信办、

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常见类型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

息范围规定》，明确了地图导航、网

络约车、即时通信、网络购物等39

类常见类型移动应用程序必要个

人信息范围，要求APP不得因为用

户不同意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而

拒绝用户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

据了解，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

发展，各类应用程序迅速普及应

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

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

时，APP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大量APP通

过捆绑功能服务一揽子索取个人

信息授权，用户拒绝授权就无法使

用APP基本功能服务，变相强制用

户授权。规定的出台旨在解决

APP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问题，规

范收集个人信息活动，保障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

“移动智能终端上运行的APP

存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行为的，应

当遵守本规定。”规定指出，APP包

括移动智能终端预置、下载安装的

应用软件，基于应用软件开放平台

接口开发的、用户无须安装即可使

用的小程序。规定还明确，必要个

人信息，是指保障APP基本功能服

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缺

少该信息APP 即无法实现基本功

能服务。具体是指消费侧用户个

人信息，不包括服务供给侧用户个

人信息。

规定明确了39类常见类型移

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其中，地图导航类的基本功能服务

为“定位和导航”，必要个人信息为

位置信息、出发地、到达地。即时

通信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提供文

字、图片、语音、视频等网络即时通

信服务”，必要个人信息包括注册

用户移动电话号码；账号、即时通

信联系人账号列表。网络社区类

的基本功能服务为“博客、论坛、社

区等话题讨论、信息分享和关注互

动”，必要个人信息为注册用户移

动电话号码。网上购物类的基本

功能服务为“购买商品”，必要个人

信息包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

收货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

话；以及支付时间、支付金额、支付

渠道等支付信息。

据悉，规定自2021年5月1日

起施行。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违反

规定行为的，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

四部门明确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运营者收集信息不得“出圈”

新华社三亚3月22日电（记者

陈凯姿 刘邓）记者从此间正在召

开的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上获悉，海南省知识产权局

已草拟《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

建设方案》，将会同农业、法院等部

门，加紧在三亚探索建设知识产权

特区。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谢

廷光在大会论坛上表示，在三亚

探索建设知识产权特区，重点将

以种业为核心创设一体化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

界各国先进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制

度，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重点将加强南繁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以吸引更多

国际国内种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入

驻。

据了解，该知识产权特区将探

索建立书面审查和分子检测相结

合的植物新品种审查新模式，以及

探索植物新品种保护与专利、商业

秘密保护的有机衔接机制等。此

次大会期间，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已

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探索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与国际接轨，具体

包括共建分子检测实验室、植物新

品种协助审查中心、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鉴定评价与确权交换中心

等。

海南加紧探索建设知识产权特区

新华社兰州3月 22日电（记

者 郎兵兵）记者从甘肃省文化和

旅游厅了解到，甘肃近期推出了8

大主题文化和旅游产品，并增开旅

游航线，吸引游客春游甘肃。

这 8 大主题文化和旅游产品

分别为踏青赏花游、魅力乡村游、

寻根祭祖游、红色励志游、环西部

火车游、丝路研学游、健康养生游、

甘青大环线自驾游，涵盖全省 30

多条“春季游”特色精品线路。

为有效激活春季旅游市场，

甘肃还增开了“杭州—恩施—兰

州”“南京—延安—兰州”等全新

航线，这些航线同银西高铁、兰渝

高铁、宝兰客专、“环西部火车

游”旅游专列等共同组成了“引客

入甘”立体交通网，方便游客来甘

肃游玩。

甘肃拥有黄土高原、广袤草

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等旅游资

源，汇聚了始祖文化、丝路文化、黄

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革命文化

等多元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近年

来，甘肃大力发展“丝路研学游”

“魅力乡村游”等主题文化和旅游

产品，文旅产业连续多年保持20%

以上增长率。

甘肃推出8大主题文旅
产品唤醒“春季游”

新华社上海3月22日电（记

者 李荣）上海市水务局当日发布

消息，上海正全力推进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实施集中连片的系统治

理和区域推进，形成“河湖通畅、生

态健康、清洁美丽、人水和谐”的城

乡生态环境品质。

据了解，上海将以流域为单

元，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理措施

与当地景观相协调，基本实现流域

内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形

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

在建设过程中，上海将实施

“水网、绿网、路网、管网”四网统

筹 ，结 合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村 的 建

设，由以往的水环境改善转变为

水生态系统修复，由单条河段整

治转变为集中连片治理，由以污

染源治理为主转变为生态综合治

理。

目前，上海已率先启动一批试

点乡村。在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

村，区域内水体得到全面梳理，在

消除污染、贯通水系的基础上，构

建生态，形成水源保护防线，提升

水体包容能力，为周边居民提供观

光、休憩、锻炼的好去处。

上海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