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批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3月21日运抵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 智利卫生部长帕里斯、 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报赴机场迎接这批
疫苗。 新华社发

第六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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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教育部发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新华社电 美国国防部长奥
斯汀21日突访阿富汗， 并与阿富
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 这是奥斯
汀今年1月就任美国防长以来首
次访阿。

根据阿富汗总统府发表的声
明， 加尼当天在喀布尔与奥斯汀
举行会谈， 讨论了阿富汗和平进
程及双边关系等问题。 双方对阿
富汗持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
切， 强调解决当前局势的根本途
径是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加尼表示， 阿富汗各方对国
家和平进程有共识， 阿富汗政府
将充分利用相关共识以谋求和
平。 奥斯汀表示， 美国支持阿富
汗实现和平稳定。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奥斯汀

在喀布尔与加尼等阿富汗政府高
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表示期望通
过谈判方式结束阿富汗战争。

此前一天， 奥斯汀在访问印
度时表示， 据他所知， 美国总统
拜登尚未就是否如期从阿富汗撤
军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上届政府2020年2月在
多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协议，
在2021年5月1日之前从阿富汗撤
出所有美军。 本月早些时候， 拜
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美国在
5月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 “有难
度”， 一旦延期撤军， 不会延期
“很久”。 3月19日， 阿富汗塔利
班警告美方不要违反5月1日前撤
军承诺， 否则塔利班方面将做出
反应。

美国国防部长突访阿富汗

这里的石油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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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3月22
日， 教育部印发 《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 （2021年》， 全面覆盖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41个工业
大类以及国家发布的新职业。 从
2021年起， 职业院校拟招生专业
的设置与管理按 《目录》 及相应
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执行。

据悉 ， 新版 《目录 》 按照
“十四五”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2035年远景目标对职业教育的要
求， 对接现代产业体系， 服务产
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
一体化设计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 高等职业教育本
科不同层次专业， 共设置19个专
业大类、 97个专业类、 1349个专
业， 其中中职专业358个、 高职
专科专业744个、 高职本科专业
247个。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负责人介绍， 此前的目录随着
形势发展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
相适应的地方， 新版 《目录》 将

原中职专业目录由2级调整为3
级 ， 统筹高职本科专业 ， 形成
《目录》 框架。 19个专业大类数
量不变， 专业大类划分和排序保
持基本稳定， 名称略有调整。 原
99个专业类调整为97个， 进行了
小幅更名、 新增、 合并、 撤销和
归属调整。 如顺应国家重点产业
发展需要增设 “集成电路类 ”
“安全防范类” 等专业类， 根据
形势变化及部门职能调整撤销
“人口与计划生育类” 等专业类。

与中职专业目录 （2010年 ）
及近年增补专业相比， 新版 《目
录 》 对中职保留 171个 ， 调整
（含新增 、 更名 、 合并 、 撤销 、
归属调整、 拆分） 225个， 调整
幅 度 61.1% ； 高 职 专 科 较 高 职
（专科） 专业目录 （2015年） 及
历年增补专业保留414个， 调整
439个， 调整幅度56.4%； 高职本
科较试点专业清单保留39个， 调
整208个， 调整幅度260%。 专业
调整的情形主要是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新变化新增专业， 根据产业
转型升级更名专业， 根据业态或
岗位需求变化合并专业， 对不符
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予以撤销。

针对装配式建筑新业态和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 新职业 ，
新版 《目录》 设置装配式建筑构
件智能制造技术专业； 针对 “区
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区块链应
用操作员” 新职业， 设置区块链
技术应用等专业； 针对 “全媒体
运营师” 新职业， 设置全媒体电
商运营 、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
销、 网络直播与营销等专业。 撤
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 引导有关
学校转设幼儿保育专业； 撤销中
职农村医学专业， 加强布局婴幼
儿托育、 养老服务、 健康管理等
大健康相关专业。 根据有关管理
体制改革情况， 撤销防火管理、
森林消防等公安类国控专业， 在
安全类中设置应急救援技术、 消
防救援技术、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等非国控专业。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中
国·内蒙古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
22日在京发布， 指数量化评估了
内蒙古粮食产业发展水平， 是国
内综合评价粮食经济发展水平的
指数。

中国·内蒙古粮食高质量发
展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 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
蒙古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
同编制并发布 。 指数从粮食生
产、 仓储物流、 粮食加工、 粮食

购销、 应急能力、 综合保障能力
六个方面评估内蒙古粮食产业发
展水平。

运行结果显示， 2019年， 中
国·内蒙古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
达到122.97点， 较基期2015年上
升22.97%，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30%， 显示内蒙古粮食产业进
入高质量稳定发展新阶段。 分项
结果显示， 内蒙古在粮食生产、
仓储物流 、 粮食加工 、 粮食购
销、 应急能力、 综合保障能力等

方面探索成效显著。 指数研究专
题显示， 2011年至2019年， 内蒙
古粮食年均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年
均增产量的六分之一。 2019年内
蒙古对全国其他省份的粮食贡献
量约450亿斤， 其中粮食净调出
量约200亿斤、 工业用粮约200亿
斤、 肉蛋奶外销转化的饲料用粮
约50亿斤， 且在粮食商品率、 粮
食加工业等方面对全国粮食产业
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均有
明显提高。

中国·内蒙古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在京发布

———采油背后的大庆精神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