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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十八大 记者基层行 【第27期】之 首都机场
地点：首都机场
时间：9月24日-9月29日

首都机场 临空经济乘“机”起飞

在
中国，民航
每 起 降 3
架飞机，就

有 1 架起降在“第
一国门”——首都
机场。但机场发
展的增长似乎永
远赶不上客流量
的增长。1965 年
以来，首都机场历
经7次大规模改扩
建。T3 建成使用
后，它与 1、2 号航
站楼组成总面积
达到 141 万平方
米的“大机场”，停
机位数量增至322
个。2010 年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取
代伦敦希思罗国
际机场，成为全球
第 2 大繁忙机场，
仅次于美国亚特
兰大国际机场。

机场之繁忙、
机 场 之 发 展 ，不
仅 在 于 规 模 ，亦
在于对周边经济
的 带 动 、对 居 民
生活的改变。顺
义区依托首都机
场 ，在 全 国 率 先
提出“临空经济”
概 念 ：空 港 物 流
基 地 、天 竺 保 税
区、国展产业区、
国 门 商 务 区 、汽
车 生 产 基 地 、林
河 经 济 开 发 区 ，
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来。而曾经的
村 民 们 ，也 告 别
了昔日，住进了新
小区，开始了新的
工作和生活。

建设篇
三年多建成世界

最大单体航站楼

9月 27日上午 11时，在
顺义三山小区里的广场上，
人们有说有笑，玩得很开
心。周焕利和王德宝两位老
人坐在长椅上聊着天。

2004 年，他们和其他村
民一起搬进了三山新新家园
小区。三山指龙山、桃山、
岗山，这三个村子，都是因
为机场扩建而搬迁的。新，
意味着城市化的新生活。

头顶一阵轰鸣，远处一
架飞机从云层穿过。王德宝
笑笑说，飞机降落也是落在
他们家宅基地上，没啥稀奇
的。周焕利抢一句说，要不
是他当时先响应号召搬家，
新机场也不能建这么快。

作为奥运会重点工程
——首都机场扩建计划于
2004年3月底开工。在设计
规划中，顺义十里堡村位置
是首都机场即将修建的第
三条飞机跑道。顺义天竺
镇龙山村周焕利家的宅基
地是未来新航站楼的一角；
村民王德宝家的位置上则
标记了“停机坪”。

从 2003 年 11 月开始，
地处新航站楼及周边地区
的 6 个村、6900 余村民陆续
搬迁没有耽搁一天工期。

迁走的村民虽然心有
万般不舍，但为了给奥运会
作贡献，为了开始“城市”生
活，他们携家带口离开故
土。村民中有人开玩笑说：

“明儿机场建起来，甭管世
界各地打哪儿来的，第一脚
落地，都得从咱村里过。”大
伙儿跟着笑起来。

如今，曾经的村民们生
活与以往已大不相同。周
焕利家境并不富裕，以前夫
妻俩每人每天有 30 元的工
钱。“靠这些收入，冬天的暖
气要自己烧。每家有一个
大火炉，早晚要往里填煤。
现在不用做这些事了。暖
气不用自己烧，暖气费还不
高。”自打搬迁后，周焕利和
妻子就算退休，每人每月有
一千多元的退休金。

顺义南圈村的村民岳
未建 2005 年在机场找到一
份司机的工作。2008 年 T3
建成后，公司的业务也全部
转入到T3，他顺理成章做了
第一批进场的工人。

第一次开车进T3飞行区
探路时，岳未建懵了。停机坪
有几公里长，航站楼就像一座
山。“太大了，太好看了”。他
记得，那天晚上回家，两口子
聊新航站楼连饭都没吃。

他说，这里绝对是国内
最豪华的机场。这一切，与
他记忆中的飞机场，完全是
两个世界。“大”是他对机

场最直观的印象：“第一次
觉得候机区一眼望不到边；
第一次觉得跑道好像跟天
连着。”

运营篇
旅客吞吐量年内

将突破8000万

和 其 他 普 通 人 一 样 ，
岳 未 建 只 知 道 T3 航 站 楼
大得惊人，却未必清楚它
到底有多大。T3 航站楼从
南到北有 3 公里长，比整个
北京奥运中心区的长度还
要长出 0.6 公里，它的总建
筑面积有 130 万平方米，仅
仅其中的停车楼就比鸟巢
大两倍。

一位在机场工作 30 年
的工作人员回忆，从老航站
楼到T3，就是一个机场容量
与旅客量增长的双曲线图。
刚开始只有老航站楼，那时
坐飞机的人少，所以没显出
接待量的问题。上世纪 70
年代后，老航站楼已经显出
力 不 从 心 ，T1 应 时 而 生。
T1 扛了 20 多年，国内民航
业快速发展，到了 90 年代
初，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已
达 869.97 万人次，超过航站
楼设计容量，而旅客还在逐
年增长。

T2 建成后，两个航站
楼同时支撑着首都机场的
运营。

中国民航每起降 3 架飞
机，就有 1 架起降在首都机
场。显然机场发展似乎永
远赶不上客流量的增长。T3
的建设显得非常迫切。

事实也证明了 T3 的必
要性。从 2008 年奥运到今
天，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的增长十分迅速。据预测，
首都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
量将突破 8000万人次，接近
三个航站楼的设计吞吐量
8200万人次。

格局篇
打造升级未来“航

空大都市”

机场不仅仅是机场自身
那 141 万平方米的繁荣，而
是它实实在在带动了整个
区域的经济经展。2007年，
顺义区依托首都机场，在全
国率先提出“临空经济”概
念。顺义区围绕首都机场，
先后打造空港物流基地、天
竺保税区、国展产业区、国门
商务区、汽车生产基地、林河
经济开发区。“临空经济”产
业格局基本形成。

特别是 T3 航站楼启用
以后，顺义迎来了有史以来
产业项目最多的一段时期，
2007 年以来，顺义共引进
242 个“亿元项目”，投资总
额达2000多亿元。

顺义区政府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很早以前，招
商引资非常难，大的项目落
地尤其不易。但随着顺义
产业转型和临空经济产业
的发展方向确定，很多企业
就是看中了顺义和首都机
场区位优势。“就像我们的
汽车制造业，临近机场物流
就很方便，节省了费用。”

首都机场带来的发展
绝 不 仅 限 于 顺 义 区 ，2011
年首都机场对北京地区经
济贡献的总效益约为 1000
亿元，带动了旅游、会展、
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未来首都机场航空大
都市的打造升级，将在更
大范围内提高对区域经济
的服务和带动能力，首都
机场逐步成为京津冀经济
圈的开放平台，甚至成为
与全国、全世界经济联系
的重要载体。

采访当天傍晚，这位负
责人带记者来到最靠近机
场的南法信镇，从镇政府楼
顶可以远望首都机场。货
运路上车流不息，机场上空
飞机起降繁忙。他感慨说，
小时候爱看飞机，那时候
觉得天上的飞机离自己很
远、很神秘；现在，飞机随
时从顶上掠过，自己已经
习以为常，这时候发现，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真真实
实地与飞机和机场无法分
开了。

我这十年

●姚玉宝 首都机场管理部飞行区管理模块工作人员

“设备升级每次我先过手”
32 年前，我到机场上

班，先从养场工开始做起，那
时候，机场围界很简陋，我
每天就在跑道周边维护，看
到有人钻进来了就劝走。
那时候，羊啊、狗啊都常光
顾机场，我们就得轰走。

上世纪 80 年代，我成
了班长，机场跑道维修就是
靠人工进行，趁没有飞机的
深夜，现场熬沥青修跑道。
亚运会那年，我永远忘不
了，当时西跑道大修，我们
几天几夜在跑道上干，没人
喊过累。

1993年后，机场扫雪的
任务由场务队负责。我印
象最深的一年冬天，大雪连

绵不断，飞行区的除雪任
务繁重，为了保障飞机正
常，员工们 24 小时不眠不
休 地 坚 守 岗 位 ，真 的 很
累。那时候还是老式的除
雪车，一台庞大的除雪车要
由主、副两个驾驶员分工配
合，一个负责车辆驾驶，一
个负责仪表盘及加油挡位
的操作。由于久坐和高强
度的脚踩离合器、油门，当
除雪作业结束后，我的腿
脚就不听使唤，跳下车厢
整个人趴倒在地上。

现在，机场引进了新的
除雪车，驾驶更舒适，操作
更方便了。眼看着机场飞
行区里使用的车辆从四五

种增加到三四十种，还从国
外引进了很多先进设备，
我也从一个养场工变成了
飞行区场务车辆维修所的
老员工。经历了几批设备
升级，每次都是我先过过
手。那些“水土不服”的外
国设备，在我的手里经过改
装再投入使用。而这手艺，
则是我自己上培训班、看书
学来的。

T3 使用以后，我们场
务队也跟着改名字叫飞行
区管理模块了，我作为飞
行 区 培 训 场 务 车 辆 驾 驶
员，希望能把我们这一代
对机场的感情和责任感传
承给他们。

读这十年

●曹允春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小机场到国际航空中心
从 2004 年到现在，曹允

春每年都要到顺义十多趟。
这 8 年，也是首都机场扩建
发展和顺义临空经济高速发
展的8年。

2004 年，顺义举办首届
临空经济论坛，当年4月份，
曹允春被邀请到顺义调研。
当时还没有首都机场三号航
站楼，在机场周边虽然有一
些企业、园区，但还没有形成
规模，产业与机场的融合不
明显。那段调研的时间，曹
允春多次来到首都机场了解
机场吞吐量，下到周边的企
业了解产业发展结构。

“那时首都机场还只是
客流传输的作用。”首次调研

对于曹允春来说仅仅建立了
感性上的认识，那时候机场
不大，但吞吐量已经达到
3000 万人次，这种趋势正适
合空港经济的构建。2004年
5月28日，曹允春在《经济日
报》发表了关于北京发展空港
经济的文章。阐述了首都机
场和顺义发展临空经济的优
势和未来趋势。

问到这几年机场和顺义
最大的变化，曹允春说，变化
确实很大，但那是种潜移默
化的发展，非一朝一夕的
事。他说，2000年，机场吞吐
量突破 2000 万人次，到 2010
年，由于 T3 航站楼的带动，
机场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的

旅客运转概念，而是形成了
枢纽机场。这样的带动直接
促使顺义空港经济深化发
展，2006年，顺义临空经济区
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六
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
2008 年 7 月 23 日，北京天竺
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
复，成为全国首家依托空港
口岸设立的综合保税区。

曹允春说，北京天竺综
保区未来的发展是打造北
京国际航空中心的核心功
能区，聚集航空产业链上的
总部、维修中心等，使首都
机场周边这片区域不仅有
产业聚集的能量，还具有行
业主导地位。

2008年7月19日，机场快轨开通。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2008年3月，T3转场后首日运行秩序井然。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T3航站楼建成后，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的增长十分迅速。据预测，首都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将突破8000万人次，接近三个航站楼的设计吞吐量8200万人次。 资料图片/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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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万

（单位：人次）

2008年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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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592万

6533万

7395万

7867万

突破8000万

首都机场近年吞吐量

新京报记者 郭超
李宁 首都机场报道

【下期预告：顺义新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