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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
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35
亿元，同比增长 8.5%。截
至 6月底，有 23座机场正
在建设中。从 加 强 枢 纽
机场改扩建，到加大偏远
地区中小机场建设，布局
完善、功能健全的现代化
国家机场体系正在加速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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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拉林铁路安全平稳运行——

这支高原动车保障队不简单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晚上 9 点不到，位于西藏拉萨的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

检修库，一片灯火通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机车

事业部电工、拉林铁路拉萨售后服务站站长易敏和值班检

修班组，已经早早等候在这里。半个多小时后，两台复兴号

动车组先后从不远处的拉萨站开出，缓缓驶入检修库，接受

每日回库后的趟检作业。

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一部署下，从今年 5
月起，中国中车集团就派出超过 200 人的保障团队，为中国

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在拉林铁路开行复兴号高原双源动

车组提供技术支持和运营保障服务。

“全运行时段随车添乘技术人员，出库前、入库后趟检

和定期检修，以及控制中心全时段跟踪，保障团队克服高原

缺氧等重重困难，聚焦复兴号动车组在高原运行的每一秒

钟。”易敏说。

为了适应高原环境特殊需要，中国中车的设计研发团队

为复兴号动车组装备了许多“黑科技”：从“内燃+电力”的双

动力牵引模式，到为应对高原频发的“地滚雷”、强烈的紫外

线、极端的冰冻天气而添加防雷、防晒、防寒设计，以及动力

更强劲的牵引电机，智慧程度更高的列车控制系统，无一不

为动车组在拉林铁路的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不上高原，问题遇不到，解决方式也想不到。前些天，动

车组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报出空调故障，短时又自动恢复正

常。当晚，技术支持团队对动车组运行数据和隧道信息进行

逐项排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5 点多，才找到问题原因——

拉林铁路桑珠岭隧道是铁路建设史上罕见的高岩温隧道，岩

温最高达 89.9摄氏度，洞内环境温度最高达 56摄氏度，加上

近期拉萨气温升高，导致空调压缩机激发高压保护。

“目前，技术团队已经分析得出最佳环境适应性空调控

制逻辑，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集中

动车组项目中车株机公司电气设计主管王威说。

“相比其他项目，这支团队人员数量要多一倍，技术保

障能力全面提升了一个台阶。”中车株机公司副总经理梁红

波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世

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稳步建设支线机场、

通 用 机 场 和 货 运 机 场 ，积 极 发 展 通 用 航

空”。“十四五”开局之年已走过前半程，我国

民航机场投资建设情况如何？新的枢纽机

场长什么样？下一步机场投资朝哪方面发

力？日前，记者进行了走访。

新机场，新特色

机场建设如火如荼，带动
地方发展效果显现

“3U8001，神鸟展翅，天府腾飞……祝

你们飞行顺利！”6 月 27 日，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川航 3U8001 航班搭载 262 名乘客腾空

而起，这是这座 4F 级机场正式启用后的首

飞商业航班。

从高空俯瞰，机场 T1、T2 航站楼装点

一 新 ，造 型 舒 展 ，如 同 一 只 巨 大 的 太 阳 神

鸟。“这是四川的重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规划设计部主

任助理王冠懿说。

上半年，除了有新机场首航，还有新机

场正在火热施工。

长江之畔，湖北鄂州市燕矶镇杜湾村，

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的面貌

正日渐清晰。吊机林立、泵车轰鸣，6000 多

名建设者日夜奋战，机场可谓一天一个样：5
月，机场四字代码“ZHEC”获得批复；6 月

17 日，航站楼外立面玻璃幕墙封围；6 月 29
日，机场东场监雷达站土建结构封顶。

“鄂州花湖机场是亚洲第一个专业性货

运机场，机场投用后将实现年货邮吞吐量

200 万吨以上的保障能力。”湖北国际物流

机场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张赣说。

如今，机场已不再是大城市的标配，更

多小城建起了新机场。

秦巴山区，陕西安康富强机场，30天旅客

吞吐量破万、3个月破 3万、9个月破 16万……

自去年 9 月投运通航以来，机场几乎每天

都在刷新运行纪录。“仅上半年旅客吞吐量

就达到 13.24 万人次。”安康富强机场公司

总经理姬盈辉说。

安康富强机场公司纪委副书记曹博感

慨，机场大大缩短了人们走出去的时间，也

有效吸引了外地客流。

新投资，新看点

以智慧民航建设为主线，
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35 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机场建设投

资 403 亿元，占比约 93%。截至 6 月底，有 23
座机场正在建设中。

更多投资上的变化隐藏在数据背后。

说起机场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新建

机场，但今年的一大特点是枢纽机场改扩

建项目占了很大投资比重。中国民航局发

展计划司司长韩钧透露，目前业务量排名

前 50 位的机场有 40 座将实施改扩建，部分

项目已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近年来，民

航旅客运输量快速增长，许多枢纽机场设

施容量不能满足航空运输增长需要，必须

拓展新的空间，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和服务

水平。”韩钧分析。

大力发展智慧民航，是上半年投资的又

一大亮点。

“十四五”期间，中国民航以智慧民航

建设为主线，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国

民航局印发的《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民航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依托新

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出行一张脸、物流一

张单、通关一次检、运行一张网、监管一平

台”的目标。

“随着智慧民航建设不断推进，旅客航

空出行体验将大幅改善。”韩钧介绍，比如今

年 40 家 枢 纽 机 场 将 实 现 射 频 识 别 技 术

（RFID）全覆盖，这是民航业行李管理领域

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之一。它应用于行李全

流程跟踪系统，比条码识别更快、更准，能大

幅降低出错率，既节省时间，又能让旅客通

过手机查看行李状态。

此外，加大偏远地区中小机场建设，也

是新发展阶段机场投资的侧重点。

“接下来，我们会更多在中西部、偏远地

区布局建设一批中小机场，比如上半年正在

湖南郴州、新疆昭苏修建的机场。”韩钧透

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机场 30 个以

上，其中绝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进而扩

大航空覆盖面，让更多人享受便捷的航空运

输服务。

“不少支线机场分布在偏远地区，能大

幅改善当地的交通出行条件。机场具有见

效快、运输组织灵活等特点，我们经常说，仅

仅两三千米的一条跑道，能让偏远地区连接

全球，这是民航的比较优势。”韩钧说。

新建设，新发展

出行需求还有巨大增长空
间，发展民航正当其用

今年二季度，民航业旅客运输量较一季

度大幅增加，国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基本恢

复到疫情前水平。“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从供需两头看，我国大力建设机场发

展民航恰逢其时、正当其用。”韩钧说。

先看需求。我国旅客运输量位居世界

第二，但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韩钧认为，对应我国超过 4 亿人的中等收入

群体，以及更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我国民

航出行需求显然还有巨大增长空间。

再看供给。民航业属于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飞机

运输的是高附加值、时间敏感型的产品。因

此，机场作为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应链

节点，能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发挥实效。”韩钧说。

对欠发达地区来说，一座支线机场，还

将给当地民生、物流、应急、旅游等方面带来

多重提升。在我国内蒙古、西藏、新疆、云南

等地，地形复杂、生态多样，新建铁路和公路

难度高、投资大，建机场则更加经济快捷，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较小。此外，支线机场不

仅能飞客运飞机，还能飞森林灭火飞机、货

运飞机等，也将提高当地综合保障水平。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铁

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民航比较优

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推进民航机场建设，加快构

建布局完善、功能健全的现代化国家机场体

系。”韩钧说。

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5亿元，同比增长8.5%

加快构建现代化国家机场体系
本报记者 邱超奕 王明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上海金融数据港开港
重点聚焦支付、清算等功能

本报上海 7月 28日电 （记者谢卫群、季觉苏）上海金

融数据港近日开港，《关于大力支持金融数据港发展的若干

措施》同时发布。开港仪式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中债数金、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技术研发基地和海通证券

研发中心等 3 个重点项目在金融数据港落成。此外，还有

11 家机构入驻、意向入驻或技术支持金融数据港建设。

据了解，金融数据港依托浦东金融数据海量、应用场景

丰富的优势，重点聚焦支付、清算、征信、监管、安全、标准等

六大功能，旨在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

的金融数据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科创中心等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线下体验

店，政策怎么制定，得多听听企业意

见。”一大早，辽宁沈阳综合保税区桃

仙管委会经济发展部部长刘兰吉就

出了门，驱车直奔一家国际产业园。

“作为供应链企业，我们希望线

上团购群的群主或者社区超市的店

主 加 盟 ，政 策 能 覆 盖 到 这 些 群 体

吗？”辽宁蜂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付崇抛出疑问。

“我们正研究按照面积大小给

予相应的装修、设施补贴，并统一授

牌认证。”刘兰吉说，下一步会统一

监管，确保商品货真价实。

今年以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

阳 片 区 已 完 成 跨 境 电 商 620 多 万

单，货值 5 亿多元，是去年全年交易

量的 3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产品已

涵盖 30 个国家和地区、1000 多个品

类，跨境电商及第三方服务企业达

到 400 余家。未来 5 年，沈阳片区计

划建设 1000 家跨境电商线下展示

店和展示专柜。

刘兰吉表示，作为面向东北亚

的开放前沿，沈阳自贸试验区建设

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政策必

须从企业需求出发，企业适用的，才

是好政策。”

沈阳远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扩容，也是刘

兰吉心里挂念的事。“场地不足的问

题得抓紧解决，等项目运营后，预计

平均每天就有 30 万单货物。”

“现在我们有 6000 平方米的监

管查验区域，还有 3000 平方米的备

用场地可以随时投入使用。”远达公

司常务副总裁徐锦波记得，去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线

基本停运，货品大量积压，“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协调开通了

跨境电商国际货运包机航线，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6 月底，沈阳片区已开通沈阳至旧

金山、洛杉矶、伦敦、首尔 4 条跨境电商国际货运包机航线，

累计飞行 74 班，出口货物 540 万单，货值 5.3 亿元。

“业务量大幅增加，通关服务更高效，现在海关推出的

叠加‘简化申报+大包过机’便利通关模式，确实方便多

了。”徐锦波赞叹。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的

努力方向。”刘兰吉表示，“我们正在与沈阳海关共同推动完

善沈阳东站监管场所设施，预计 8月开通跨境电商中欧班列

出口业务，未来每年可实现跨境电商出口 1000万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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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

市五十团，绿糖心种植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张有成正忙着指挥工人备货。20 吨的货物订

单，这几天就要发到武汉去。“我们运到机场直

接发走。这一批都是冻干产品，等 8 月份鲜枣

上市，更忙！”

销售鲜枣到其他城市去，张有成以前也尝

试过。装车拉到 200 多公里外的阿克苏机场，

再排队，时间控制不了，等发到顾客手里，10
个里面可能有 8 个坏的，客户经常投诉。

2018 年底，图木舒克唐王城机场正式通

航，合作社离机场只有七八公里车程。“早上

采 摘 ，中 午 包 装 ，晚 上 就 上 了 飞 机 ，一 般 36
小 时 就 能 到 顾 客 手 里 了 ！”张 有 成 终 于 把 鲜

枣 销 售 做 起 来 了 ，“每 年 鲜 枣 销 售 量 能 达 到

1000 吨”。

不光时间缩短了，成本也降了不少。以前

雇一辆货车拉货到阿克苏机场，少则 500 元，

多则上千元，现在遇到大订单，合作社的车多

跑两趟机场，也不过一个来小时；如果是小订

单，搭个顺风车就能送过去。“现在合作社每年

总体销售量在 3000 吨左右，60%走空运，一年

下来总的物流费用就能省下 30 多万元，社员

们的收入也更多了。”

除了方便卖农产品，机场通航还给当地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通航前，市区常住人口

仅有 2.6 万人，去年底时已经达到 7.9 万人。”图

木舒克唐王城机场总经理马勇说。

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

责人李敏深有感触：“自从机场通航，想落地的

企业来了一拨又一拨。”之前 8 年，开发区内正

常生产的企业只有 30 家左右，从 2019 年到现

在，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也已经落地了 61 家企

业。“现在去乌鲁木齐，当天就能跑个来回。交

通便捷了，吸引力当然更大了。”

金 源 房 地 产 公 司 正 在 建 设 的 建 材 物 流

市 场 一 期 ，近 300 家 商 铺 目 前 已 完 成 80%招

商工作。“机场通航后，走亲访友的、旅游的、

投资的人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快。”公司负

责 人 刘 礼 东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一 期 商 户 中 就

有几家快递公司，都是看中了开展空运业务

的前景。”

新疆图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加速当地发展

36小时 鲜枣送到位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增量机场建设火热，存量机场改造正酣，

民航机场建设在上半年表现突出。从效果上

看，无论是建设阶段的拉动投资，还是投用阶

段的辐射带动，机场建设已成为助力地方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词之一。

这 是 重 大 工 程 为 发 展 增 添 动 力 的 一 个

典 型 缩 影 。 交 通 水 利 等 领 域 的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投 资 体 量 大 ，涉 及 的 上 下 游 行 业 企 业 多 ，

在建设期往往能够发挥稳投资、促就业的重

要作用。

同时，由于重大工程建设多兼具公共性、

通用性、基础性的特点，其建成投运后能够影

响更多行业，以更显著的协同效应和乘数效

应，达到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实效。

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随着

多方合力的不断汇聚与有效投资的持续落地，

重大工程建设将扎实推进，勇挑大梁，实现一

业兴带动百业兴。

重大工程 勇挑大梁
白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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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后的首飞航班。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图②：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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