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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总 结

许令奇

2020 年，围绕“提升发展质量，全面节支创效”的年工作主题，西北能

化全体干群在公司统一部署下，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发挥

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年基本实现了安全稳定优质高效生产，产品

消耗明显下降，全年完成产量 33.5 万吨。但装置设备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

全年出现 6 次短停事故，特别是空分增压机轴瓦温度升高和净化甲醇洗换热器

内漏事故对生产影响较大，产量损失近 2万吨。现就近一年来的工作履职情况

报告如下：

一、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

（一）、安全方面：全年基本实现高产稳产，全年无人身伤害事故。

（二）、产量：全年共生产甲醇 33.5万吨，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但全年

产量损失近 28500 吨。

1、2 月 4 日因疫情，甲醇库存高原因计划停车，2 月 11 日恢复。共影响

甲醇产量约 7000t。

2、2 月 25 日 7:06 锅炉 3#炉因除尘器压力高及炉膛压力高紧急停车，后

续系统停车处理，共影响甲醇产量约 1700t。

3、3 月 9 日因#1 炉给煤机皮带撕裂蒸汽减少，共影响甲醇产量约 700t。

4、4月 16 日因空分空压机密封气压力开关误动作停车，共影响甲醇产量

约 1400t。

5、9月 16 日因需要处理 DCS 仪表服务器运行故障问题，系统进入短停检

修，共影响甲醇产量约 68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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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月 10 日因空分增压机轴瓦温度高，空分系统停车检修，共影响粗

甲醇产量约 3800t。

7、12 月 18 日因净化贫甲醇换热器内漏，后续系统停车处理，影响产量

8000 吨。

（三）、消耗

2020 年吨甲醇消耗持续下降，原料煤耗比 2019 年下降 10 公斤；动力煤

耗比 2019 年下降 30公斤；电耗比 2019 年上升 13度（今年污水减量化装置运

行，吨甲醇电耗增加 24 度，扣减此部分比 2019 年电耗下降 11 度）；水耗比

2019 下降 3.4吨。

（四）、技术改造：全年完成大小技改 28 项。

其中，较大技改 4项。重要的技改有：通过修复高温加热器、调整煤炭颗

粒度等措施，吨甲醇消耗动力煤下降 40 公斤，全年节煤约 1.2 万吨，节省费

用约 400 万元；气化闪蒸汽回收项目每小时可节约蒸汽 15~20 吨，年创效 500

万元；闪压机改造投用，年增加甲醇产量约 2000 吨，增加产品收入约 300 万

元；针对气化粗渣含水量高，运输过程环境影响恶劣的现状，有生产部牵头，

气化车间提出了粗渣脱水优化项目，并在 5 月份大修得到了实施，效果相当显

著。

二、全年主要工作情况

（一）、持续坚守依法生产的底线，坚持安全第一的生产理念

筑牢依法生产底线思维意识，坚持“事故可防可控”的安全理念，抓好安

全生产的控制实施，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生产操作规程。贯彻落实集团公司

和西北能化的安全一号文，按照二级标准化安全企业标准，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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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安全环保技术改造投入力度，强化安全考核兑现。紧紧围绕安全生产这个

中心环节，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强化现场管理，为西北能化的安全稳定生产作

出了应有的努力。

1、全力抓好公司二级标准化建设工作

积极落实公司开展的二级标准化创建工作，以现场环境整治为抓手，重点

抓好隐患整改工作。开展安全管理对标工作，多次带着问题与周边企业、临近

企业对标，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极大促进了安全生产管理和标准化各项工作

的提升。12月初已完成集团公司验收，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以公司二级标准化建为契机，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覆盖面广、

操作性强、可执行的标准，使各岗位人员明确自己工作职责、工作流程、作业

标准、考核标准，使安全生产标准化落实到公司的每一名员工。

2、从严执行例会制度

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生产中工艺运行和设备管理上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拿出解决方案，对于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制定相

应的应急措施。

3、重点抓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持续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保持每周安全例会制度，每周进行安

全隐患排查、每月进行安全隐患综合检查、节假日进行安全专项检查的固定模

式。设备部每周对重点设备进行排查，生产部每周对现场进行巡查。结合园区

安排的安全检查，对安全隐患系统排查，不留死角。而且安全隐患的排查质量

越来越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强化员工应急处理能力和应知应会能力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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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抓骨干、一对一承包培训模式，强化对骨干力量业务培训工作。同时

针对岗位员工的安全短板，编制应知应会练兵卡，强化培训，随时抽考，有效

提升了员工应知应会的水平。车间和班组对应急知识采取轮训制度，每月保证

每名员工轮训一遍，提升了员工应急处理能力。

（二）、抓节能降耗，做好装置的高效优质运行

1、长周期稳定运行是节能降耗的关键

长周期运行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关键风险点亲自把关，

如氧泵运行、气化投料等；（2）、关键设备亲自过问，如空压机运行、煤浆泵

运行等；（3）、关键备件亲自督导，如贫甲醇泵、煤浆泵备件等；（4）、关键岗

位频繁查询，如锅炉岗位、气化岗位等。

2、抓薄弱环节、保障装置经济运行

通过对标，动力煤耗高、电耗高、水耗高一直是我们的短板。为此对高加

进行特护，运行效果良好；通过调整破碎机齿板增加破碎效果，减小煤颗粒度；

调整一二次风量的配比，通过这几项调整后，锅炉效率大幅提升，吨甲醇动力

煤消耗大幅下降。

加强对用电设备的管理，加强循环水系统的运行管理，做好污水减量化项

目的运行，一年来使电耗、水耗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3、抓好年度大修工作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

2020年公司 5月份系统停车大检修工作。完成系统消缺检修项目 1006项，

完成特种定期检验：压力管道检验 97 条（4210 米），压力容器检验 31台，安

全阀检验 270 台，起重机械定期检验 11台，完成 3#锅炉使用登记证和空分装

置的氮气充装取证工作，1#、2#锅炉外部检验。提前圆满完成了大修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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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稳产、高产、经济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持续对装置进行技改，提升装置经济运行效果

1、对影响装置能耗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

动力两台 130吨/小时的锅炉运行负荷低、热效率低，经过长期运行总结，

影响锅炉热效率的因素有高温加热器的投用、进料煤的力度分布、一二次风量

的配比等。针对老高加不能长周期运行，生产部联合设备部进行漏点消除，并

成立特护小组，7 月 17 日投用至今，运行效果良好，每天可节约动力煤 10 至

20 吨左右；针对动力煤颗粒度大，破碎机齿板破碎效果不好，影响锅炉的燃

烧效率，增加了炉管的磨损，通过维修进行破碎机布料器改造，煤的颗粒度取

得了较大改观，提高了锅炉的运行效率；针对一二次风量配比不合理问题，动

力车间进行攻关，找出了合理的配比。通过以上措施，锅炉在下半年的运行中，

运行效率明显提高，动力煤消耗下降明显。

2、回收气化闪蒸汽变废为宝

气化闪蒸汽大部分处于放空状态，部分能量得不到充分利用，而系统蒸汽

进入冬季后又需要锅炉加负荷提供。生产部和气化车间联合攻关，对气化闪蒸

汽的性质进行研判，并对风险进行分析，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决定利用气化闪

蒸汽部分取代保温蒸汽，这样有效解决了蒸汽利用问题，在近 6个月的保温投

用阶段，每小时可节约锅炉产蒸汽 15吨左右，创造效益 500 万元。

利用检修时间对灰水换热器进行清理，投用后效果明显，副产蒸汽量增加

10 吨以上。但该换热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结垢现象，使换热效率下降，下

一步将对此问题进行技术改造。

3、综合利用，挖掘装置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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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闪蒸汽压缩机从装置开车以来就处于闲置状态，生产部设备部联合攻

关，针对闪压机管道振动大的问题，积极和设计院和设备制造厂家沟通，制定

管道技改方案并督促车间和检修配合按时完成，修复多年停置设备闪压机

K-2201，每天增加甲醇产量 7吨左右。

4、对捞渣机进行改造提升环保效果

针对气化粗渣含水量高，运输过程环境影响恶劣的现状，有生产部牵头，

气化车间提出了粗渣脱水优化项目，并在 5 月份大修得到了实施，现场环境得

到明显改观，效果相当显著。

三、项目建设

积极开展新建项目的取证及验收，为公司的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新增备用锅炉和污水减量化改造现已竣工投用，也是西北能化的生命工程，两

个项目安全、质量运行达到预期目标，新锅炉使用证已取得。现阶段两个项目

正在积极落实各项验收工作，力争年底完成。

“零排放项目”现已进入设备安装及调试阶段，计划明年竣工建成，将达

到园区规定的污水排放要求，从而减轻了公司环保压力。

四、提高政治素养做一名干净的人

一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加强党性锻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做一名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合格党员。

二是发挥表率作用，带好头，廉洁自律，无非分之想；坚守做人的底线思

维。

三是把学习作为一种工作责任、一种自觉追求，强化学习的紧迫感和针对

性，带头深入学习，不断更新丰富知识，增强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7

四是坚定工作信心。通过总结经验、查找差距、完善措施，进一步增强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握科学发展的主动权。

一年来，我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

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五、存在的不足

1、安全生产存在侥幸心理。

在安全生产管理上仍存在时紧时松，没有标准，当安全与效益发生冲突时，

把效益放在首位，忽视装置不安全状态，忽视当事故发生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

效益损失的后果，生产管理存在侥幸心理。

2、设备认知存在严重不足

设备管理中把设备维护保养和设备操作分开看待，注重了设备的运行，而

忽视了设备的科学保养维护周期，当出现事故预兆时，对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判

断不清，没有用可靠的数据来分析风险变化，仅凭个人经验进行处理，最终出

现失控状态。

3、未充分认识到基层管理人员能力局限性

目前西北能化基层管理人员仍存在缺位，部分装置的管理人员能力不能适

应装置管理的要求，尤其在出现突发事件时，认识不清，给事故处理带来安全

隐患，作为生产副总，虽然重视自身学习，但是对带领管理团队、带领全员在

业务方面的学习努力不够。重点弱势岗位补位意识不强，造成部分装置重点环

节管控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不能真正落实的细节处。

4、对自身能力过度自信

自认为在西北能化生产副经理岗位工作 3 年多，对系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



8

效的改造，对工艺流程和控制要点已经熟知，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高估了

自己的控制能力，安全生产盲目乐观，缺乏底线思维。当设备隐患不断变化，

出现未经历的情况时，自认为技高一筹，能够应对，对自身经验的准确性过度

自信带来了严重后果。

2020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