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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苦力”到“老法师”如何历练？
一批80后、90后、00后机务人员暑运保畅书写答卷

今年暑运可谓“最热暑运”，很

多人选择暑期举家出游，尤其是亲

子游，热度非常高。这也使得全国

各大机场和各航空公司一片繁忙。

进入暑运以来， 月份，上海

浦东、虹桥机场航班起降量 . 万

架次（浦东机场 . 万架次、虹桥机

场 . 万架次），日均航班起降超

    架次，环比增长 . %；旅客吞

吐量超    . 万人次（浦东机场

   . 万人次、虹桥机场   . 万人

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超   万人

次，环比增长 . %。

东航今年暑运计划投入飞机

达   余架，旺季高峰期间计划平

均每日班次量达    余班，其中

上海始发日均航班量将达   班

次。东航计划执行加班航班   

余班，计划投入的客运座公里已恢

复到    年暑运水平的   %。

实际运营中，今年暑期，东航

国内进出港航班量、客座率、旅客

运输量等多项指标迅速走高，如 

月  日东航单日执行航班量达到

    班、运输旅客  . 万人次，创

今年以来新高；从东航航线机票预

订情况来看，国内暑运热门目的地

为昆明、上海、北京、西安、南京、武

汉、广州、成都、青岛、兰州等地；东

航从上海前往烟台、青岛、三亚、广

州、哈尔滨等热门避暑游目的地的

航班客座率均超过  %。

2023年暑运目前逐
渐进入返程客流高峰。
在航班高位运行的当下，
负责维护飞机使其处于
适航状态的机务人员，成
了机坪上“最忙碌的
人”。同时，他们还要面
对机坪高温：地面温度
经常超过50℃；飞机刚
降落停稳时，各种设备
温度更高，比如刚落地的
飞机轮胎的温度会达到
150—200℃。
机务是一个需要不

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
不断进阶的特殊工种，从
最初的“出苦力”到成为
独当一面的“老法师”，每
一位机务人员的“进阶之
路”都需要一颗责任心。
日前，记者走近东航技术
公司虹桥维修基地的一
批80后、90后、00后机务
人员，感受他们直面酷
暑、迎峰战夏、全力以赴
的责任、严谨、担当。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相关链接 “最热暑运”客流猛增

■ 潘陈正在清点维修工具

■ 裘磊正在检查飞机起落架插销 ■ 吴俊斌正在检查一架客机的散热器舱

  后   
握“安全钥匙”
严把放行关

裘磊是东航技术公司虹桥维修

基地空客航线一分部的一位80后

放行工程师。为了确保飞机能够准

点准时出港，他必须提早来到工作

岗位——一架准备出港的飞机旁。

在调取查看飞机单机技术状况后，

裘磊围绕飞机作绕机检查，用手电

筒照明并仔细查看机翼、机身、起落

架、尾翼、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表面

及结构情况，确认各类电子设备、仪

表仪器没有异常。

不远处，另一位机务人员正在检

查飞机机轮的胎压情况。“几个机轮

的胎压都OK吗？”机坪上噪声很大，

裘磊不得不扯开嗓子大声询问。在

得到肯定回答后，裘磊与当天的航班

机长确认了飞机处于适航状态，并在

放行工单和技术记录本上签字放

行。随着牵引车将飞机缓缓送出，裘

磊挥手向航班道别——在滑行准备

起飞的飞机上，我们经常可以透过

舷窗看到机坪上朝机上旅客挥手的

人，那就是机务人员。

作为资深机务人员，1988年出

生的裘磊于2010年8月加入东航技

术公司，从“勤务机务”干起，一步步

成长为“维修工程师”“放行工程

师”，岗位工龄已有13年。放行工作

掌管着航班起飞前的最后一道“安

全钥匙”，担子很重，因此在每一个

航班执行前，裘磊都要确保手中任

务工单上的条目已全部验证、执行

完毕，使飞机处于100%适航状态。

在东航，和裘磊一样的80后放

行机务人员约有1200人，他们站在

把好航班放行关的重要岗位上。“放

行机务是担责任的岗位，责任心最

重要，要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一丝

不苟地检查，才能确保不出纰漏。”

裘磊的爷爷和父亲都曾从事机务工

作，可谓是“机务家庭”，这也使裘磊

从小就对机务工作有了深刻的认

识。接力棒从30后的爷爷传到60

后的父亲再传到80后的裘磊手中，

那份对待工作的责任心，以及对旅

客负责、对安全负责的严谨态度从

未改变。

  后   
成“中坚力量”
能做“绣花活”

从今年7月初开始，东航技术

公司虹桥维修基地波音航线分部的

90后机务人员吴俊斌就一直处于

“最忙碌”状态。作为维修工程师，

吴俊斌的工作内容繁杂又细致：清

点工具，放油，测胎压，安装堵头、插

销、静压板，复位电子设备，绕机检

查……在吴俊斌手中的工单上，保

障飞机所要检查/操作的条目能密

密麻麻列满好几张纸，细分到具体

任务有三四十项。完成全部检修项

目一般需要2—3个小时，在机坪气

温最高能达50℃的暑期，每一次出

任务都是对体力、脑力、意志力的多

重考验。

在东航，90后机务在全年龄段

中的占比超过40%，排名第一。从

“勤务机务”成长为“维修工程师”的

他们，大多具备一定工作经验，正处

于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和身体状态的

最佳期。如果说80后以上年龄段

的机务人员是“压舱石、把关人”，那

么90后正在逐渐成长为机务团队

的“中坚力量”。随着旺季航班量高

位运行，吴俊斌这批90后维修工程

师们开始在机务团队中扮演重要角

色，在参与大部分航班的保障任务

的同时，也要负担起一些机坪上的

紧急任务。

吴俊斌说，夏季比较辛苦的一

项工作就是换散热器。类似家用

空调的“空调外机”，散热器是飞机

空调系统的核心部件，能够排出飞

机运行中给客舱带来的热量，让旅

客在飞行途中享受清凉。更换散

热器时，机务人员要钻到飞机主起

落架附近的机腹下方，先用工具拆

卸数十个零件，然后打开盖板，三四

个小伙伴一齐发力，将重约50公斤

的散热器“扛”下来，紧接着安装上

新设备。

如果发现散热器舱有磨损或是

污垢，机务人员还要钻到舱内仔细

清洁。机腹高度有限，无法容纳一

名成年人站立起身，需要或蹲、或

坐、或半跪着完成任务。作为身高

180厘米的小伙子，扎扎实实完成

这项在夏季航班运行中必不可少的

工序，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一

趟操作下来，吴俊斌的工作服被汗

水浸得湿透，腰酸背痛也属常态。

“事情不会自己完成，总需要人

去做。相比00后，我们90后是职场

‘老人’，也基本都是从勤务工作一

路历练过来的，这些需要精细操作、

吃苦的事，不可能让新人承担，理应

由我们来完成。”在新人面前，吴俊

斌乐于展现出“大哥”风范，帮助“弟

弟”们多完成一些任务。2022年，

吴俊斌完成了由勤务机务升级到维

修机务的专业考核，获得了局方认

证，在同龄人中属于进阶速度较快

的一批。

  后   
从基础学起
能吃苦肯拼

“150—200℃”，这是夏季一架

民航客机降落后的飞机轮胎实时温

度。从250千米每小时的降落速度

到机坪滑行速度，在短短几十秒内，

飞机轮胎会先后经历超强负重、剧

烈摩擦和快速升温。为了确保飞

行安全、防止轮胎因高温爆胎破损，

就要在飞机抵达后快速为轮胎主动

散温。目前，东航在役的大部分客

机已配备自动降温风扇，但不少“老

飞机”还是需要人工通风散热。

东航技术公司虹桥维修基地

00后勤务机务人员潘陈就负责这

项“吹轮胎”工作。当飞机从炙热的

跑道缓缓滑行停靠至廊桥时，潘陈

早已在此等候。待飞机停稳后，他

顶着发动机的高温，快速将散热风

扇推到机轮边，紧握把手、抵住轮

毂、开启通风。大功率风扇卷起轮

胎余热，夹带着混合橡胶、机油气味

的热浪扑面而来，吹得潘陈略微有

些睁不开眼睛。在不到半分钟的时

间里，他的额头就已挂满汗珠，工作

服也被风吹得呼呼作响。

面对艰苦的工作，潘陈没有任

何怨言，他认为这些是自己职业生

涯里历练成长的一部分。“航班旺季

每一位机务人员都很忙，大家都有

许多工作要完成。作为一名新人，

我的技术水平暂时还不能完成那些

高难度的维修工作，这些体力活就

多承担一些，虽然辛苦，但是只要肯

干就一定会有收获。”潘陈说。

在东航技术公司虹桥维修基

地，和潘陈一样的00后机务人员的

数量还不是很多。他们大多在

2020年后入职东航，受当时航班低

位运行影响，入职后的一段时间内

很少接触具体的航班运行保障工

作，以维护停场飞机、培训学习为

主。进入2023年，航班量迅速恢

复，这批“沉淀”多时的00后也迎来

了展现本领的舞台。在不少机务岗

位上，00后已经开始参与航班保

障、承担重要职责，他们的拼劲和学

习成长的速度，让不少老机务人员

用“比我们当年快多了”来形容。

“现在很多人说00后是‘温室

里的花朵’，我不同意。我们00后

同样‘晒得阳光淋得雨’，也能吃苦

挑担子。我们知道只有踏踏实实

学技术、强本领，才能收获成长，才

会有所提高。”潘陈说，现在是航班

运行旺季，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保

障好旺季航班、服务好旅客出行是

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另一方面，从

自身发展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加快

学习步伐，尽早完成从“勤务机务”

到“维修工程师”再到“放行工程

师”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