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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最前线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牢记嘱托，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主题征文

□ 姜旸谷

产业资讯

对于成都航空来说，国产民机的加入为其注
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也给成航人带来新的挑战和
机遇。在ARJ21运行的数年里，成航人不断尝试
各种方法发掘该机型的市场潜力，发挥其优势，
改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不断地摸索和实
践，逐渐找到了市场发力方向和增收模式。

特殊时期在货运领域的“初探”

在新冠疫情期间，成都航空ARJ21“客改货”
项目的实施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在货运领域的一
次重要探索与突破。

首先，ARJ21“客改货”的推出，响应了市场对
高效、灵活货运服务的需求。传统的货运航空公
司往往依赖于大型全货机，而ARJ21作为一款中
型支线飞机，具备较高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能够
在短途航线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改货后的机型，
能够在较小的机场和复杂的环境中起降，满足偏
远地区对物流的需求。这种能力提升了航空货
运的覆盖范围，使得许多之前依赖公路运输的地
区能够快速接入航空物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

其次，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ARJ21在特殊时
期的运营商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将客
机转型为货机，航空公司能够在需求波动时灵活
调整运力，减少了闲置和损失。在电商迅猛发展
的背景下，ARJ21“客改货”后能够迅速响应市场
需求，承接更多的快递和货物运输业务，提升了
公司的盈利能力。此外，ARJ21的“客改货”项目
在实践中积累的运营经验，也为该机型推出全货

机机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再者，ARJ21“客改货”项目还推动了我国航

空产业链的完善。通过对ARJ21机型的改造与
优化，相关的航空制造、维修及服务体系也得到
了相应的发展。这不仅增强了国产飞机的市场
竞争力，还促进了整个航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

新能力的提升。
通过成都航空ARJ21“客改货”项目不仅为

航空公司提供了新的业务发展模式，也为国内货
运市场的多样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创新
实践将为未来更多的国产飞机项目提供借鉴，推
动中国航空产业的持续进步。

货运业务在新疆与内蒙古的探索

随着ARJ21机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成都航空
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支线网络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传统
航空服务不足，ARJ21的投入运营有效地填补了
这一空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新疆，ARJ21飞机的使用使得偏远地区与
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空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在乌
鲁木齐与喀什、伊宁等地的定期航班，ARJ21在
缩短各地之间的通行时间、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
验的同时，也提高了区域农产品运输的便捷性，
缩短的运输时间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得果
农获取更多的收益，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增长。在
内蒙古，同样受益于ARJ21的支线网络建设。通
过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开通航线，ARJ21为
农牧业的产品运输提供了便利，内蒙古的农畜产
品可以更快地运往全国各地，提升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这种干支结合的运力模式，不仅提高了
运输效率，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ARJ21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航空运输格局，
为新疆和内蒙古的支线网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随着飞机数量的增加，航线的覆盖面将
进一步扩大，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和乡镇被纳入

航空网络。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当地经
济的全面发展，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使得偏远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为便
利的交通服务和物流运输服务。

“干支结合”促进地方物流能力提升

在我国民航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ARJ21
飞机的投入使用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积极
的推动力。特别是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偏远地区，
干支结合的运力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提升了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能力，为当地
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ARJ21飞机作为支线航空的重要机型，以其适
应性强、经济性高的特点，成为连接偏远地区与主
要城市的重要桥梁。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ARJ21
飞机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货物运输效率，新疆当
地的农产品等资源得到了快速的空运服务，使得
这些资源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内蒙古的牧民将优质的奶制品、羊毛等迅速
通过航空运输送往全国各地，提升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同时，稳定的货物运输来源也为运输企
业创造了较好的收益水平，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
力，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机会，这种模式在未来的地方经济增长中将继续
发挥关键作用，助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成都航空货运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历了考
验，取得了发展，建立了一支团结、进取、敢于拼
搏的团队。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成都航空货
运团队必将不断提升货运业务能力，奠定坚实
的基础，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奋勇前进，创造属
于成都航空的货运天地，展现国产民机在未来
市场中的广阔前景。 陈松涛 摄

瑞典制造商

推出30座区域混动飞机

演示机型HeartX1
本报讯 日前，瑞典混合动力飞机制造商

HeartAerospace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出首架全
尺寸演示飞机HeartX1，标志着其区域混合动
力飞机ES-30研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据悉，该公司将首先利用该飞机进行地面
测试，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前进行首飞测试，
有望成为有史以来升空的最大型电动飞机。
HeartX1原型为HeartAerospace开发混合动
力电动ES-30飞机奠定了坚实基础，后者设计
可乘坐30人，纯电续航里程约为200千米，混合
动力扩展航程为400千米，如果搭配备用发电
机，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00千米。

找寻ARJ21 的货运需求
□ 成都航空市场中心党总支第二党支部货运团队

天骄航空

连续7个月定期航班

计划执行率100%
本报讯 今年前7个月，天骄航空定期航班

计划执行率达100%。
天骄航空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不动摇，严

格落实法定自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升公司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建立健全民航SMS安全管理体
系，从“人、机、环、管”4个方面持续夯实安全基
础，做到安全形势平稳可控，确保“两个绝对安
全”。高效执行“五早”原则，增强机组派遣实
力，保证飞机维护质量和排故彻底性。坚持“一
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
抓”，做到应飞尽飞，持续提升航班计划执行率
与正常率。

我国航空物流

货邮吞吐量基本恢复到

疫情前水平
本报讯 9月16日，《中国航空物流枢纽发

展指数2024》发布。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
都位列航空物流枢纽发展指数的前3名，位列
4-10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重庆、郑州、
西安、天津、杭州。大型综合性机场货邮吞吐量
快速增长，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成
货邮吞吐量1683.3万吨，比上年增长15.8%，恢
复到2019年的98.4%。本次评价首次将鄂州机
场纳入研究，将武汉、鄂州作为一个航空物流枢
纽。列入国家规划的23个航空物流枢纽27个
机场合计完成货邮吞吐量1439.95万吨，比2022
年增加167.21万吨，占全部民用运输机场货邮
吞吐量的85.5%,比2022年下降2.1%。23个枢
纽中有19个实现增长，4个出现下跌。货邮吞
吐量前10位的枢纽中，武汉、鄂州枢纽涨幅最
大，达到51.2%。

本报讯（记者 张凯敏）中国东方航空官网
航班信息显示，自10月27日全新冬春航季开
始，C919将新增太原航点。届时，东航C919机
队每天将执行26个航班。

根据航班计划，C919执行每天MU6173/4

航班往返于上海虹桥与太原武宿机场之间，去
程9:00起飞11:15抵达，返程12:05起飞14:20抵
达。与此前开通航线相同，虹桥至太原亦为东
航空中快线，新航季每天有7个往返航班，另
外，浦东至太原还有4个往返航班。

据了解，在即将到来的新航季，东航旗下
C919执飞航线略有调整。其中，上海虹桥至
成都天府之间的航班从目前4个往返增至5
个，该航线由东航运营的航班将全部由C919
运营；上海虹桥至西安咸阳之间的航班将由

目前4个往返减至3个，西安咸阳至北京大兴
间的航班将增加1个往返；上海虹桥至北京
大兴、广州白云之间的航班数量保持每天 1
个往返不变，飞广州的航班时间从上午调整
到下午。

下月末C919新增太原航点
东航每天执行航班数将达26个

飞向格桑花开的地方
试飞中心圆满完成C919首次进藏实验飞行纪实

格桑花开过，就在云深处。
在9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一架C919

飞机经过2小时8分钟的飞行，平稳降落在雪
山环抱的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穿过迎接飞机
最高礼仪的水门，接过象征纯洁美好的哈达和
鲜花，C919飞机首次飞抵“世界屋脊”西藏受
到了热烈欢迎。此次C919飞机首次进藏，将
开展环控、航电、动力装置等高高原运行关键
系统的研发试飞，以及高高原机场适应性检
查，为后续满足高高原航线运行需求和高原型
研发奠定基础。

““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精神””

青藏高原氧气稀薄，但试飞团队从不缺少
攻坚克难、负责担当的精神。初到高原，先遣
队成员不约而同地因缺氧出现了轻微高原反
应症状，胸闷、心慌等小状况在型号攻坚时格
外磨练意志。

在此次专项任务中，试飞中心负责制定实
施飞行科目、确定航路、气象监控以及人员的保
障工作。6次专题会、10余份简报、181个专项计
划……前期系统科学的计划确保调度有条不
紊；10期气象预报、8期次日逐小时精细气象预

报、8份转场计划……任务的复杂性要求计划周
密、精确执行。试飞中心党委为进藏任务“量身
定制”融合型党建型号保障21条，将组织保障、
长效沟通、协同融合的党建引领机制覆盖到型
号任务计划的全周期流程。11期宣传专栏推
送，3部重磅宣传片，让党建引领作用更有力。
这些充满温度的数字背后，是团队在完成进藏
任务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智慧的结晶。

““艰苦不怕吃苦艰苦不怕吃苦””

此次任务的目的地——拉萨贡嘎国际机
场地处青藏高原。由于高高原的地理位置影

响，“空中禁区”的名字在飞行圈广泛流传，机
场周边雪峰连绵，风沙、冰雹、乱流等气象复杂
多变，3600米海拔对飞机推力、起飞着陆距离、
爬升与越障能力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

为安全高效完成C919进藏试飞任务，团队
充分准备，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
编制了专项安全工作方案，提前配备便携式氧
气罐等高原专项保障物资，并开展训练飞行。

一日早场训练飞行，从凌晨3点进场准
备，适逢出发地成都雷暴交加，狂风和暴雨让
人睁不开眼睛，一个个闪电划破夜空，测试工
程师与机务保障人员就在这样的天气中做好
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现场指挥部里，气氛紧
张，气象团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捕捉到起飞
气象窗口后立刻与空管和运控商议，早7时，
飞机在强雷雨过后的间歇中顺利起飞。当天，
恰逢中秋假期合家团圆的时光，而进藏试飞团
队在风雨中抢时间，在星夜里保安全。这支
“艰苦不怕吃苦”的铁军队伍顺利保障了每一
次试飞任务的安全起落。

““海拔高境界更高海拔高境界更高””

为了飞好“首次”，由课题工程师担任编剧
的各项“脚本”，为快速识别风险与排故提供
“保姆级”保障。而完成进藏任务的最终团队
——试飞机组的确定和各项飞行试验科目的
安排也都在任务开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了多
轮研讨和精心准备，其中试飞机组由曾在高高
原“身经百战”的机长带队，通过多次高高原机
场专项模拟机训练，驾驶技巧、机组状态也力
争完美。从上海前期筹备，到成都临时指挥部
的统筹安排实施，再到成功飞抵拉萨，凭借过
硬的试飞技术和严谨的飞行作风，“我们能飞、
敢飞、飞得好！”是试飞机组对大飞机创业精神
的最好践行。 王脊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