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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气田检修完工复产

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建设提速
“要确保没有一个点检有问题！”8月

以来，作为参与中石化元坝气田检修工
作的相关项目长，颉志杰核对了近8000
个点检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记者了
解到，9月9日，元坝气田已提前5天完成8
年来首次全面停产检修技改工程，气田
产能恢复至900万立方米/天，作为支撑
川渝千亿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的重要阵
地，为天然气上产增加了“底气”。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
入推进，川渝能源一体化驶入快车道，
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建设如火如
荼。今年以来，多家驻川油气单位各项
目齐头并进，9月14日，中国石油最高
酸性整装气田相关检修任务也提前3天
顺利完成。

一手保供应，一手拼经济。根据四
川省发改委数据，截至8月底，川渝千亿
方天然气基地今年累计生产天然气
431.7亿立方米。

气田检修提前完工
重启四川天然气上产加速度

8月以来，驻川各油气单位开启年
度装置大修，“检修兵”们顶着烈日与高
温赛跑，保障着气田按期顺利复产。据
了解，开展全面停产检修技改工作，是
保障生产装置安全平稳长周期运行和
气田持续高产稳产的关键。

9月14日，中国石油最高酸性整装

气田——罗家寨（滚子坪）气藏第三列
净化装置检修提前3天顺利完成，并恢
复投产。据了解，西南油气田川东北天
然气项目2022年度检修项目合计752
项，此次是项目投产5年以来影响产量
最小、检修工期最短，但是难度风险最
大的一次检修。

此外，作为中石化西南石油局今年
的“1号”重点工程，9月9日，元坝气田也
完成了历时27天的大检修并成功复
产。据悉，元坝气田是世界首个埋深超
7000米高含硫生物礁大气田，已累计
生产天然气超过260亿立方米，此次检
修全面提档元坝气田本质安全水平，打
造了大型酸性气田检修工程样板。至

此，该公司日产天然气恢复至2100万
立方米/天以上水平，为完成全年生产
目标任务开启上产加速度。

“元坝气田不仅是支撑川渝地区打
造千亿级天然气生产基地建设的重要
阵地，也是川气东送工程主气源地之
一。气田复产对保障川气东送管道长
江沿线80多个城市、2亿多人口、上千家
企业清洁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意义重
大。”西南石油局相关负责人郭彤楼说。

川渝千亿产能基地建设提速
前8月累计生产天然气超430亿方

近年来，四川将能源化工产业列为
全省重点培育的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

之一，并支持天然气主产地高质量、绿
色发展。总投资7100亿元的川渝千亿
立方米级天然气（页岩气）产能基地，作
为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项
目，建设正在提速。

记者从四川省能源局了解到，
2022年度计划重点开发的项目包括川
中下古生界—震旦系气藏、川南页岩气
田、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川西致密气田
等，力争2025年川渝两地产气量达到
635亿立方米，其中四川产气量490亿
立方米，重庆产气量145亿立方米。

为积极推进油气项目建设落地开
花，相关油气单位把支持川渝千亿方天
然气基地建设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
略任务深入推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提供重要支撑。

近年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形成
了常规气、页岩气、致密气“三驾马车”
齐发力的新局面。今年1-8月，该公司
在川渝地区销售天然气突破200亿方
大关，截至9月4日，公司今年天然气年
产量达250.82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比提
前18天实现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

中石化西南石油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来，西南石油局抓好川西气田、
威荣页岩气田等重点产能建设，针对项
目施工难题成立技术攻关团队，力争新
井早投产、早见效。截至9月10日，今年
投产新井70余口，新增产量超5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1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黄晓庆）9月
14日一早，内江市威远县威玻工业园区
内，得知有员工过生日，食堂阿姨贴心
地为其煮了长寿面和鸡蛋。按照威远
疫情防控要求，自9月10日起，园区实行
静态管理，公司领导与连续生产必要岗
位900余名员工以厂为家，吃住在厂
区，全力稳产保产，建设起安全的“防疫
泡泡”闭环管控体系。

“我们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消杀，昨
天还完成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企
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受疫情影响，物资运输存在困难，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顺利申请到
了通行证，打通运输渠道，确保原料供
应和产品销售畅通。目前企业正满负
荷正常运转。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焊

线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芯片封装
的焊线生产。作为内江市电子信息产
业领域的龙头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工人返厂生产，
做好厂区每日环境消杀，全力保障防
疫、生产两不误。

防疫不松懈，生产不停工。本轮疫
情发生后，位于内江经开区的金鸿曲轴
有限公司及时开启了“防疫泡泡”模式，

实行闭环生产管理，一手抓防疫，一手
抓生产，抢时间、赶订单。

9月13日，记者从内江市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疫情处置期间，内
江市筛选符合防疫要求的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保基本运转的重点企业（粮油
等生活物资）、保产业链的重点企业90
家，设立“防疫泡泡”，闭环管理、封闭生
产，确保全市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

9月14日，中国石油最高酸性整装气田相关检修任务提前3天顺利完成。

防疫不松懈生产不停工 内江静态管理下拼经济搞建设

9月14日，记者获悉，截至目前，成
都高新西区复工复产工业企业为611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70家，占成都高
新区工业经济规模的94.3%，规上企业
复工复产员工约16.5万人。

西门子成都
以70%的人员实现满产

自9月1日成都全员核酸以来，“防疫泡
泡”闭环模式在成都高新西区立即运行。

记者从位于高新西区的成都西门
子数字化工厂相关人士处获悉，工厂在
第一轮闭环中以平时60%的人力保障
了85%产能，第二轮入场员工上岗以
来，工厂以70%的人力实现满产，其间
还创下产能新高。

据悉，西门子在中国有40多家运
营工厂，成都工厂也汲取了在北京和上
海的西门子工厂前一轮闭环管理中的经
验，早在今年4月，便开始积极筹备闭环
生产模式。首先在生产保障方面，提高
物料安全库存到30天；在生产人员保障

方面，提前准备闭环人员清单并依据
工作岗位、居住地划分为AB组，互相
替补。

在生活保障方面，西门子公司在本
身建有食堂但没有宿舍的情况下，准备
了7天左右的食材库存；住宿方面，提前
采买了睡垫睡袋等；生活方面，准备了
淋浴房，提前购买了洗衣机、烘干机等，
还准备了蚊帐、蚊香液，眼罩、耳塞等。

在疫情防控方面，西门子成都工厂
从4月开始便提前引入核酸检测供应
商，常态化疫情管控下按照最小工作单
元进行抽检，当成都出现本地疫情后立
即启动全员每日核酸检测。

在“防疫泡泡”管理模式下，工厂切
实感受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电
子局、西园街道对企业持续运营的极大
支持，如电子局组建专班人员提供支
持，迅速处理和发放通行证，帮助企业
打通供应链，工厂在“泡泡”管理中没有
遇到因为原材料及成品运输问题给生
产带来的困难和障碍。

汇通西电、华太航空
多渠道助力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自本轮疫情以来，我们一直坚持
闭环生产，高新西区解封后，产能已恢
复到90%左右，工人到岗数恢复到90%
左右。”成都汇通西电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通西电”）党支部书记、研发
中心副主任罗正发说。

汇通西电的业务涉及汽车板块超
声波传感器、家用扫地机器人等产品生
产，上下游产业链接范围广，如果不能
持续供货，会出现大量产能缺口。前期
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汇通西电只有三
分之一人员正常上岗，订单量受到一定
影响。

“针对人员紧缺，我们联系了西园
街道总工会，在总工会的积极协调下，
得到了辖区内安费诺、赫比、泰美克等
兄弟企业的帮助，除了帮忙抽调行军
床、充气床垫等紧缺物资，还有人员支
持，为闭环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

因为员工和政策的支持，我们才能顺利
交付订单。”罗正发说。

同样，作为集维修、科研、生产和贸
易为一体的综合性航空科技企业，成都
华太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尽量减
少疫情影响，在有限的人手情况下一直
低配置运转，维修技术工程师们仍保质
保量完成了维修生产任务。

“目前，我们在闭环生产的基础上
正紧锣密鼓安排和推进相关复工复产
工作，陆续将有更多员工回到一线。”华
太航空党支部书记程立说。

截至9月14日，仅成都高新区西园
街道已收到384家企业复工复产申请资
料，企业复工员工约16万人。

“我们对闭环人员进行编组分隔，
实施网格化管理。根据分工和业务流
程，对闭环作业人员、留守人员、安保人
员、生产保障人员进行编组分隔，尽量
减少人员接触。”西园街道营商环境建
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防疫泡泡”闭环运行

成都高新西区611家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