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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民航报》消息，今年一季度，
国内通程航班业务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共执行航
班18.25万组、保障通程旅客59.5万人次，同比增
长2.1倍，高标准中转服务受到旅客好评。截至
目前，全行业累计保障通程旅客超过200万人次，
累计新增城市对5891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通程航班正串联起更多偏远地区机场，国内航空
运输网络通达性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随着对“干支通、全网联”认识不断
深化，以及国内通程航班支持政策逐渐落实落
地，航空公司持续发力，推动“一次支付、一次值
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国内通程
航班。目前，各航空公司累计完成通程航班备案
7.76万班，其中2025年一季度增加1.77万班，增
幅达22.8%。从通程备案量看，南航以15464组通
程航班排名第一；从通程旅客运输量看，一季度
东航保障通程旅客24.22万人次，在航空公司中
排名第一，南航、国航、厦航、川航等航空公司紧
随其后。

国内通程航班旅客运输数量全面增长的背
后，离不开昆明、西安、成都、大连等中转枢纽机
场的带动作用。通程旅客运输量方面，一季度，
昆明机场以14.64万人次排名首位，同比增长
40.38%。增速方面，长春机场、大连机场及北京
首都机场一季度保障通程旅客分别达4.49万人
次、2.76万人次和5.54万人次，同比增幅高达
22.25倍、13.96倍和12.95倍。通程旅客中转保障
数量方面，昆明、西安、北京大兴、乌鲁木齐、北京
首都、武汉、厦门、成都天府、广州、兰州机场位列
前10，昆明、乌鲁木齐、武汉、成都天府等“干支

通、全网联”试点机场的示范作用突显。
“干支通、全网联”也为国产民机商业运营

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国产民机运营航空公司
在边疆地区和支线机场不断加大运力投入，加快
融入“干支通、全网联”，打造“边疆快线”。一季
度，成都航C909机型累计飞行7222架次，运送旅
客44.8万人次，在新疆、内蒙古通航城市分别为
26个、11个，飞机平均日利用率分别达8.1小时、
9.3小时，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有效串联新疆、内蒙
古等边疆地区支线机场。目前，国产民机已进入
黑龙江省9个机场，将进一步复制推广国产民机

融入“干支通、全网联”运营经验。华夏航一季度
通程航班销量中国产民机执飞航段占比达20%。

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1月民航局清算中心
会同航科院发布国内通程航班标识以来，国内通
程航班的社会认可度和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提
高。今年以来，南航、长龙航、华夏航及主流航空
销售网络平台（OTA）已实现国内通程航班线上
销售标识投放，统一通程产品对旅客展示形式。
得益于通程航班线上标识发布，OTA渠道通程客
票销售量增长显著，携程、去哪儿、同程旅客一季
度销售通程客票7.56万、9.28万、11.75万张，环比

2024年 四 季 度 分 别 增 长 34.04%、64.94%、
32.71%，通程产品市场影响力持续强化。南航、
东航、海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华夏航、长龙航等
中小航空公司也已经在官方网站或App上线通
程航班标识，全面启动市场推广工作。此外，
各机场线下通程服务保障水平同步持续提升，
成都天府、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武汉、石家
庄、鄂尔多斯、烟台、兰州、海拉尔等地机场针
对通程航班设置专门线下引导标识，持续完善
通程旅客引导服务，优化中转流程动线。

随着行业参与度和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国内
通程航班正在不断推动国内航空运输市场的服
务模式创新与供需格局优化。2025年，作为“干
支通、全网联”主要载体，国内通程航班将进一步
促进国内航空市场通达性和服务水平提升。未
来，通程航班有望在推动航空产品优化升级、发
展航旅融合、提振出行消费、扩大内需等领域发
挥更重要作用，助力民航旅客“人享其行”，推动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张丰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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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8人坐飞机就有1人搭乘C909
上接第1版

落地呼和浩特机场，最大的感受便是支线
飞机多，C909多。就在滑行到航站楼的10分钟
左右时间里，记者通过舷窗看到了一架天骄航
空和一架国航的C909飞机正在跑道尽头等待
起飞，同时还看到了东航、成都航空、华夏航空
的C909飞机。

一旁的空姐笑着告诉记者，此时看到的
C909还不算多，“我们和国航的飞机大部分已经
都飞出去了，一清早登机时那才叫一个热闹呢，
廊桥、远机位都停得满满的”。

“新航季，江西航空的 C909又会重新回
到呼和浩特机场，可以说，我们这里是C909
机队数量和运营航司最多的机场。”据内蒙古
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徐盈介绍，内
蒙古在推进“支支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
用好支线机型，目前呼和浩特机场单机人机比
为100人/机。也就是说，从这里出发和到达的
每架飞机平均客座人数为 100人，非常接近
C909的座位数。

根据内蒙古机场集团的统计，3月30日起，
每天涉及内蒙古运营的C909机队数量将达到
32架，航线52条。

据天骄航空介绍，目前从呼和浩特机场每
天最早的出港时刻是7时40分，分别是记者搭
乘乌海至呼和浩特的前序航班，以及呼和浩特
经停扎兰屯至海拉尔。因为非经停航班，乌海
至呼和浩特其实是天骄航空每天从外站飞回呼
和浩特最早的一个航班。

据徐盈介绍，在构建“草原”航空交通网络
时，实现公交化与中转衔接一直是机场与航司
共同关注的重点，“这对培育潜在客流来说十分
重要，所以我们针对区内没有过夜驻场飞机的
机场，要求从那里每天首个飞呼和浩特的航班，
必须在中午12时之前抵达，而天骄航空乌海至
呼和浩特的航班就是这条航线中的‘首个’”。

据了解，如此安排一方面可以使公交化
航班的时刻分布更加合理，同时也有利于内
蒙古机场集团推出的跨航司“经呼飞”中转服
务能够排出当天的中转航班组合。数据显
示，在从区内出发前往呼和浩特的航班中，通
过“经呼飞”中转比例最高的航线，转机旅客
占比达到78%。

“这些‘首个’航班目前都由天骄航空来运
营。”天骄航空维修副总裁丁平告诉记者，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的航空公司，天骄航空肩负着提
升区内整体基本航空服务能力的重任，在航
线、时刻等安排上会更多考虑自治区经济发展
的需要。

“之前，我们发现区内一些‘支支通’航线
缺少运力，就与天骄航空协调，结果他们很快
就把航线给飞起来了。”徐盈补充道，“从机场
集团的角度，我们也越来越体会到自治区有一
家自己的航空公司，在适配内蒙古重大发展战
略与百姓需要的航线网络体系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天骄航空
争取尽快“每日8个航段”

在刚刚到来的新航季，天骄航空又一口气
新开通辽—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通辽—乌兰
浩特、呼和浩特—扎兰屯—海拉尔、呼和浩特—
二连浩特—赤峰等多条“支支通”航线，通过“密

支线、优时刻”举措实现航线网络优化升级与内
蒙古各盟市间通达性的提升，为旅客打造更高
效、更便捷的航空出行体验。

记者注意到，这些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提升
了天骄航空C909机队的日利用率。3月30日新
航季第一天，机队中的“劳模”是B-655P。这架
C909从7时40分开始执行航班，执飞呼和浩特—
扎兰屯—海拉尔—扎兰屯—呼和浩特—乌兰浩
特—呼和浩特等多条航线，最终返回主基地已是
深夜22时34分，当天飞机实际“工作”近15小时。

“大家看到天骄航空C909机队日利用率提
升并不是偶然。”丁平对此表示，“作为一家新进
入市场的支线航空，我们运营第一年运送旅客
3.8万人次，到2024年达到44.4万人次，并在今
年初实现了累计运送旅客100万人次，这是一个
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的规律。”

据丁平介绍，在确保安全运营的基础上，天
骄航空目前积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积极构建飞
行员自主培养体系，着力打造“天骄籍”机长；从
维修程序优化、技术标准提升、质量管控强化等
方面入手，成立AOG保障小组，优化维修流程，
提高维修效率，全面提升维修能力；精心规划航
线网络，充分发挥C909在支线运输中的优势。

2024年，我们选派优秀飞行员参加首届飞
行员技能大赛，在全国72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荣
获C909机组第三名。

“2023年冬季开始，随着市场的复苏，我们
飞机利用率逐步提升。内蒙古冬季的严寒对
飞机保障来说是一大难题，在这一轮‘实战’
中，我们锻炼出了一支维修保障队伍，即使在

温度最低的次年1至2
月，飞机的故障率一直
保持在较低水平。”丁平告
诉记者。

据了解，天骄航空正考虑于今年暑假旺季
加开呼和浩特—阿尔山—海拉尔航线。“阿尔山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海拉尔是目前内蒙古旅
游的最主要目的地之一。”据丁平介绍，天骄航
空希望开通这条航线，进一步带动内蒙古文旅
业的发展。

关于增加运力的方式，丁平表示，正考虑在
目前最早结束当天运营的飞机排班上再增加一
个往返航班，将日运营航段从现在的6个增加到
8个，以此进一步提升飞机利用率。如此一来，
天骄航空或许也即将进入“每日8段俱乐部”。

在天骄航空的航线网络“大棋”中，国际航
线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
形狭长，东西延展，但南北狭窄。目前，天骄航
空的航线网络最主要是呼和浩特连接内蒙古东
部地区的“支支通”航线，以及往西部的呼和浩
特至乌海，以及刚刚开通的连接通辽至鄂尔多
斯的“东西联络线”。“呼和浩特与蒙古首都乌兰
巴托是友好城市，两地商务往来较为密切，我们
也在积极努力，考虑为国产客机增添一条国际
航线。”丁平告诉记者。

据了解，呼和浩特与乌兰巴托直线距离800
多千米，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直接竞争，适合C909
运营。目前，这条航线由国航与蒙古航空共同
运营，使用机型分别是737MAX8和A319，航班
密度少于每日一班。

丁平透露，天骄航空也在考虑从海拉尔出
港，开通前往伊尔库兹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
参崴）等俄罗斯航点航线的可能性。

目前，天骄航空C909运力均在呼和浩特过
夜。丁平介绍，随着机队数量的持续稳步增加，
天骄航空正在研究将飞机安排到外站过夜，“一
方面可以优化呼和浩特以外航点航班时刻，另
一方面也为增加诸如海拉尔、通辽、乌兰浩特航
线带来可能，这对天骄航空来说绝对是机遇，但
对保障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内蒙古保障能力
助力“边疆快线”网络建设

对于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来说，安全毫无疑
问都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天骄航空作为唯一
一家单一机型运营C909的航空公司，更深知肩
头的政治责任。

“有了安全，才有了一切的可能；没有安全，
就没有一切可能。”这句话是中国商飞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贺东风对安全的理解，如今也是天

骄航空在安全工作中摆在核心位置的
一句话。

“我们从人、机、环、
管4个方面全面发力做好
安全工作。”据天骄航空
安全总监吴晓岩介绍，
针对C909运营人员开
展多层次、多形式专
业培训和安全教育，
打造一支技术过硬、
作风优良的专业队
伍。在飞机维护方面，
则严格依照飞机技术标

准和维护手册，精细化、
规范化维护作业，确保飞机

时刻处于最佳状态。
“安全是理念，而非理

论。”针对安全工作的实际成效，吴晓岩用这句
话来总结。在他看来，照本宣科的教育往往难
以得到员工的重视，而要让安全理念进入每一
名员工的“骨子”里，塑造何种企业文化，使用怎
样的方法开展安全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据介绍，一方面，天骄航空通过标准化建
设、全面风险隐患管理、审核监察检查、安全教
育培训、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安全信息综
合分析驱动机制和安全文化分层级建设这7部
分内容构建安全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在安全
调查中，把重点放在解决组织体系问题和防止
再犯上，而不是一味强调追责。“久而久之，大
家发现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一个安全的天
骄，都会更关注各自工作中的安全风险，也会
积极举手报告。”

2024年7月，天骄航空培训中心启用，这也
是内蒙古地区首个拥有C909飞机D级飞行模
拟机的航空培训中心，填补了内蒙古民航特业
人员专业化社会培训的空白。

“作为一家在我国北疆单一运营国产C909
飞机的航空公司，天骄航空的未来并不是单纯
的运营好C909，而是希望与中国商飞一道，共同
推进内蒙古，乃至北疆沿线‘边疆快线’的保障
能力建设，让天骄这个品牌、内蒙古，与国产民
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丁平饱含深情地对
记者表示。

国产民机加快融入“干支通、全网联”

一季度成都航空C909累计运送旅客44.8万人次
一季度，成都航C909机型累计飞行7222架次，运送旅客44.8万人次，在新疆、内蒙古通航城市分别为26个、11

个，飞机平均日利用率分别达8.1小时、9.3小时，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有效串联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支线机场。

目前，国产民机已进入黑龙江省9个机场，将进一步复制推广国产民机融入“干支通、全网联”运营经验。华夏航一

季度通程航班销量中国产民机执飞航段占比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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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架被市场接受并且认可
的飞机，是两位总师的共识。陈
勇同样认为：“我们不仅要将飞机
造出来，更要让它被市场接受。”

“看到支线飞机的特点，找到
合适的运营场景。”这是陈勇关于
C909的市场化的经验。据陈勇
回忆，C909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
了运营区域主要在我国西部等边
远地区，那里有很多高山、高原，
气候多为高温高寒。“有人曾开玩
笑说，C909干的是‘钻山沟、上高
原、跑海岛’的苦活、累活。我们
的初衷是，希望为这些地区的老
百姓提供普惠性的航空服务，同
时让C909达到干线飞机同等水
平的舒适性。”陈勇说。

为充分发挥支线客机在丰
富我国航线运输网络中的作用，
C909来到新疆，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执飞的航线连接除和静
巴音布鲁克机场以外的疆内26
座机场，载客超80万人次，增进
了疆内城市的互联互通。2023
年4月，C909成功在“千岛之国”
印尼开启首航，由印尼翎亚航空
运营的C909开辟了岛屿之间的
支线航线，并拓展至跨境干线航
线。“客户信任源于性能适配场

景。”陈勇说。

人才筑基与精神传承：幸
福在于一生忠一事

商用飞机是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人
才的成长周期长。型号研制之初，由于国内相
关工作人员已经多年没有承担商用飞机型号的
研制任务，在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多个领域，
都缺乏有经验的人才。面对这样的状况，两位
总师在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的同时，也十分
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

在吴光辉看来，带领团队、培养新人的策
略是“压担子”：老设计师传授方法、路径，年轻
人在一个个具体的型号任务中挑重担，在“真
刀真枪”的历练中，不断增强攻关能力，从而快
速成长。

在一款商用飞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科
研人员会面临不同的挑战。陈勇坦言：“人才的
成长需要直面难题。”他在41岁担任总师时，虽
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得到了老一辈飞机设计师
的全力支持。如今，他也将这种勇于挑战的精
神传承给下一代，大力支持、培养年轻总师。令
陈勇感到自豪的是，一批在C909项目历练的拔
尖科研人才，已经成长为C919、C929项目的总
师、副总师。

在我国商用飞机成长实践中，形成了“航空
强国、‘四个长期’、永不放弃”的大飞机创业精
神。对于其中的“四个长期”——“长期吃苦、长
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奉献”，陈勇感慨颇深：
“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干的这个大飞机事业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过来的，从飞机的研制，到适
航取证，再到交付运营、系列化。”虽然不知道未
来还要面对多少难题，面临多少难关，但他相
信：“为了党和国家的大飞机事业，为了人民福
祉，这个值了。”

说到科学家精神，陈勇表示：“其实对于科
学家来说，幸福就是一生忠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