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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突破多个气象站点
历史极值的降雨给河南多地带来
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以中

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
管网集团为代表的国内油气央企，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制定

各自“援豫”方案，投入防汛救灾，积
极保障河南油气供应，再次彰显出
石油人的担当。

4500 万方
������7 月20—21 日， 国家
管网集团向河南地区供应
天然气近 4500 万方

1 亿元
截至 7月 22日，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集团分别捐
款 2000 万元、5000 万元、2000 万元
和 1000万元，捐款总数达 1亿元

天灾之下 ，油气央企们调动一切力量 、尽可
能统筹资源“援豫”，力求做到“前线缺啥我们供
啥，要人给人、要力出力”。

目前，中国石油全面开展对强降雨覆盖的郑州、
焦作、洛阳、南阳等多地市高中低压天然气管道、加
气站以及调压设施的安全检查。 其中，中国石油天然
气销售河南分公司正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区域场站、
输配管网及配套设施的防汛排查和预防工作， 中国
石油西北销售公司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风
险预判，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紧
急采取各项防汛措施。

国家管网集团则要求驻河南各企业在关键时刻
扛起新时代管网铁军的使命担当，全力保障全网原
油、成品油、天然气有效供给，并全面确保管道运营
安全。 据了解，国家管网集团相关部门和属地单位
制定并采取了预防性降压等措施， 降低运行风险，

及时调配上游资源， 增启冀宁线机组增加下游天然
气输量，组织金坛储气库应急采气，保证油气供应。
截至目前， 全国油气供应正常， 河南省及华东地区
市场均未受影响。

中国石化迅速启动 “省市县站库四级联动”，全
力参与地方抗洪抢险用油保障工作，该公司指出，保
障防汛救灾指挥调度用油是义务也是责任， 排除万
难也要将油品送到目的地。

7 月 20 日， 河南省水利厅应急指挥中心发电用
油告急，中国石化相关企业迅速制定了“小批次先送
补充、大罐车跟进保供”方案，在容器不足的情况下，
妥善清空站内桶装尾气处理液，清桶灌油 120 升，用
商务车先行送货， 在车辆难以接近处人工涉水将小
批量柴油搬运至发电机房，并调运大罐车，克服重重
困难，历时 6 个小时圆满完成保供任务，保证了防汛
抢险指挥中心的稳定运转。

“三桶油”和国家管网集团在
油品保供 、应急抢险 、救灾物资
供应等方面 ，充分发挥了 “急先
锋” 的作用， 截至 7 月 22 日，中
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
家管网集团分别捐款 2000 万元、
5000 万元 、2000 万元和 1000 万
元，用于特大暴雨造成的灾情救
助和灾后重建工作，助力受灾群
众渡过难关。

中国石油表示，将持续关注汛
情变化，加强风险预判，做好对接
运输公司车辆随到随发，及时组织
员工对油库生产设施、 消防设施、
排水设施、应急物资进行拉网式排
查，确保设备运转正常、库区排水
畅通、应急物资充足。

其中，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
建立了河南地区抗汛保供协调机

制， 衔接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
国家管网北方管道公司详细了解
当地受灾情况、救灾用油需求和兰
郑长管道运行情况，积极与当地安
全部门沟通，掌握第一手防汛安全
信息，保障汛期油品发运工作平稳
顺畅进行。

中国石化则突出重点部位防
守， 充实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
及时调整充实各级防汛人员，全
力筑起防汛“安全网”。 7 月 19 日
清晨，开封西区安康路附近积水
严重交通瘫痪，示范区消防队已
到达现场排水，急需送油车到现
场送油，中国石化开封石油分公
司立即联系配送车辆和油品火
速赶往排水现场，支援排水用油
910 升。

7 月 20 日， 新乡宝山电厂急

需锅炉燃油，中国石化新乡石油分
公司迅速组织协调综合业务部、油
库、运输商等多部门为电厂紧急配
送柴油 6 吨。 7 月 21 日，中国石化
山西石油分公司长晋高速高平服
务区加油站党员突击队和工作人
员连续作战 10 余个小时，为 50 余
台救援车辆和 300 余名指战员提
供便捷高效服务。

国家管网集团方面，汛情发生
后其强化优化运行调整，做好管道
巡护和抢修的同时，努力确保油气
管输资源和销售不受影响，为救灾
提供可靠的“能源通道”。 据悉，国
家管网集团在河南省内的天然气
管道总里程 1777 公里， 共有 6 条
原油成品油管道，7 月 20 日至 21
日，该公司已向河南地区供应天然
气近 4500 万方。

国内两大成品油供应商中国
石油、中国石化第一时间启动抢险
救灾应急措施。 截至记者发稿，中
国石油在河南省内的 200 余座加
油站已全面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
消防、武警、军队等应急抢险车辆
加油，特殊情况则实行先加油后结
算。 同时，49 台带泵油罐车也满载
油品，5 台应急抗险救灾用油保障
车则维持 24 小时运转，随时待命，
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据了解， 河南汛情发生后 48
小时内，中国石油销售河南分公司
已累计供气 6000 万方， 在切实保
障全省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同
时，启动了应急预案。 截至记者发
稿时，已排查了 167 座加油站、112
个施封油罐， 并组织了 17 支突击
队，对重点油站、重点部位进行排

险抢险。
目前，中国石油销售河南分公

司在灾情较为严重的郑州设置了
25 座抢险保供加油站，保证“救命
油”随叫随到。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
公司则于 7 月 20 日夜间就开辟了
绿色通道，当日紧急发运油品 112
吨， 截至 7 月 21 日已累计向郑州
周边医院、抢险队伍等紧急用油单
位投放各类油品 1636 吨。

中国石化方面，7 月 23 日，在
郑州恢复营业的加油站已有 91
座，并已向社会公布了抢险保供加
油站的详细信息和联系方式，车主
可通过“中石化一键加油”微信小
程序，搜索站点名称，导航到站，相
关站点汽、柴油均可提供。

记者了解到，中国石化河南石
油分公司于 7 月 20 日启动紧急应

急预案，安全、经管、零售、直批、非
油等部门协同参战，积极响应河南
省政府应急厅、水利厅、红机通信
局等单位抢险救灾用油需求，紧急
协调郑州油库和龙湖区域加油站
调运柴油，全力保障防汛抢险指挥
单位发电用油。截至 7 月 23 日，中
国石化郑州区域 84 座保供站油品
充足、运行有序、供应正常，共参与
应急抢险送油 31 次， 有力保障了
抢险需求。

此外， 中国海油河南地区各
加油站也为河南暴雨地区提供了
抢险供油绿色通道，在保障站内、
罐区和人员安全的同时， 公布了
位于驻马店、濮阳、安阳、焦作的 5
座正常营业加油站的相关信息和
紧急联系电话， 为全力保供贡献
力量。

200 余座
�����截至记者发稿， 中国石油在
河南省内的 200 余座加油站全面
开通绿色通道， 优先为应急抢险
车辆加油， 特殊情况可先加油后
结算

31 次
������截至 7 月 23 日，中
国石化郑州区域 84 座
保供站共参与应急抢险
送油 31 次

6000 万方
�����汛情发生后 48
小时内 ，中国石油
销 售 河 南 分 公 司
已 累 计 供 气 6000
万方

随叫随到“救命油”

抢险保供“急先锋”
统筹调度“总指挥”

■■李寿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
民族振兴、 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
源”，明确要求“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并强调“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对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的重大意义。

在“十四五”及未来 10 年的发展中，在
向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中， 石油和化
工行业发展需要千千万万的各类人才，特
别是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创新型人才。

从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从向强
国跨越的主要标志中，石油和化工行业提
出了四大类人才需求的急切呼唤。

这四大类人才分别是： 一是需要一
大批既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又
勇于解决问题的创新型人才； 二是需要
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战略决策、战略管
理的企业家人才； 三是需要一大批具有
基础知识扎实、专业技术突出、甘于埋头
苦干的大国工匠人才； 四是需要一大批
既懂得现代信息技术、 又有石油化工专
业背景的跨界复合型人才。 石油和化工

行业在向强国跨越的进程中， 已经为各
个方面、各种领域的创新型人才，特别是
上述四个方面的特殊人才， 搭建了可以
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

“十三五”期间，全国开设石油和化工
类及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中
职中专以及技工院校约 2000 余所， 在校
生约百万人。 尽管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成绩，但当前和未来石油和化工人才
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专业人
员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从行业发展的需求看，当前人才供给
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结构性供给矛盾十分突出，高端
研发人员占比较少。

目前在石油和化工行业企业人员结
构中，生产人员占 71%，研发人员占 8%，
营销人员占 8%，管理人员占 8%，其他人
员占 5%。 随着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
进程加快，高端人才特别是研发人员短缺
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二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
尖锐。

近年来， 企业需求人才专业的分布
是： 工艺类占比 43%， 安全环保类占比
18%， 设备类占比 15%， 仪表自控类占比

10%， 分析检验类占比 9%， 经管类占比
5%。当前教育供给和需求不协调的矛盾十
分突出，特别是由于当前社会上对化工学
科的偏见，不少化工院校出现了招生“工
科冷、化工更冷”的严峻局面。

三是化工教育专业设置、 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滞后于行业发展变化。

不少行业发展新的东西没有进入教
学内容，现有的教学内容跟不上行业技术
创新 、技术变革的形势 ，人工智能 、大数
据、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人才奇缺，跨专
业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创新型人才
短缺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更是普遍问题。

根据未来 10 年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
形势的变化和对人才的需求，建议：

一是拥有化工类国家级一流专业的大
学要努力建设成为最好的研究型大学。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真正研究型大学
还比较少，具有研究特色的一流化工专业
则更少。 希望在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中，
高等教育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设一批
有特色、有质量、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 每
一所大学都要形成浓厚的研究氛围，要培
养学生勇于面对挑战的勇气，面向未来的
远见智慧，善于研究问题的胸怀和敢于创
造领先成果的本领。

二是化工类国家级一流专业要努力
培养勇于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正是我们行
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因为跟随性创新
是跟上时代，原始性创新是开创时代。 这
种人才就是要有一种挑战今天的勇气，还
要有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 他们具有预先
主动塑造行业或企业进化所需要的先见，
使行业和企业具备领先到达未来，并保有
领先地位的潜力，他们的能力就是在未来
尚未到来之时就已经看到了未来，他们可
以率先听到历史的马蹄声。

三是化工类国家一流专业要积极参
与国家宏观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重大活动。

产学研用创新力量的组合， 将会是
今后创新生态的一大主流。 在未来高端
前沿技术创新中，多学科、多领域联合攻
关将会是多出成果、 出大成果的必由之
路。 大专院校要主动参加国家宏观经济
和行业发展的重点活动，从市场需求中、
从产业链的结合中寻找课题，寻求突破，
才能不断提高基础研究水平， 加快产业
化的步伐。

（作者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会长，本文摘编自其在全国化工类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

舟山上半年港口油气
吞吐量增幅超 15%

本报讯 据浙江省舟山市港
航和口岸管理局最新统计 ，2021
年上半年该市共完成港口货物吞
吐量 3.03 亿吨，同比增长 6.72%，
完成年度计划的 50.05%。 其中外
贸货物吞吐量 9939.63 万吨，同比
增长 10.44%。

作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片区以“推
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
品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作为自
贸区建设重点。 从舟山市港口生产
报表来看，2021 年上半年， 油气增
势持续向好，共完成 7026.08 万吨，
同比增长 15.18%。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原油进口
需求拉动， 另一方面是浙石化产能
加速释放， 成品油出港量大幅增
加。”据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
海联运协调处处长俞韶华介绍 ，
2021 年以来，为推动油气全产业链
引擎强势发力， 该市采取应急疏港
等非常规举措， 高效破解企业油轮
“滞港”、产成品“胀库”难题，外钓油
品码头、新奥 LNG 码头等增幅均在
20%以上。 (王征)

由石化大国向强国跨越急需培养创新人才

上图为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储运公司新乡输油站员工
雨中巡查站场输油设备。

右图为中国石油为河南救灾车辆加油。

““加加油油””““打打气气””，，““三三桶桶油油””驰驰援援河河南南
““要要人人给给人人、、要要力力出出力力””，，中中国国石石油油、、中中国国石石化化、、中中国国海海油油、、国国家家管管网网集集团团全全力力保保障障河河南南油油气气供供应应

■■本报记者 王林

专家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