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04 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廖雯颖 美编：晓莉 组版：继红人物
今日山航

空中十三年炼成“姐”

2001年，刚毕业的李海琳进
入山航，成为一名空姐。十三年
的乘务员生涯、丰富的空乘经验
沉淀出如今沉稳温和又极具亲
和力的“海琳姐”。“山航空姐平
均年龄25岁，还有很多九零后小
姑娘，大家都叫我姐。”35岁的李
海琳调侃完自己，转头又快人快
语地补充：“我不算最资深的，有
很多前辈飞行近20年了，我跟她
们比还差得远。”

空姐十三年，李海琳身经百
战。经历过飞行途中旅客突发心
脏病，满头虚汗、意识模糊，她和
同事紧急找到机上一位医生乘
客急救，飞机着陆时病人终于恢
复正常生命体征的“惊情时刻”；
经历过外籍乘客突然抽搐，语言
不通，机组人员全程与地面联
系，安排地面救援的“生死时
速”；遭遇过航班延误，关舱门等
待两三个小时不能飞，艰难安抚
乘客们的惊慌困窘；也感受过有
如空中嘉年华般全机乘客一路
欢笑，着陆后互留联系方式的愉
悦欢畅。“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
平淡的，起飞，服务，降落，返程，
再来一遍。”今年，李海琳升级为
副中队长，协同中队长管理本中
队70多名空姐。资深的“海琳姐”
如今徒弟“满天飞”——— 根据乘
务员培训传统，老乘务员要带新

人，二人以师徒相称。
刚入职时，李海琳也曾在想

象中给这份职业披上光鲜的柔
纱——— 服饰亮丽，薪酬不低，还
能到处旅游。“实际上，工作就是
工作，一刻不能松懈，《非诚勿
扰》里的笑笑只在电影中存在。”
空姐是一个没有节假日概念的
职业，“越是节假日，我们越忙，”
工作第一年春节，大年三十的晚
上她还在飞机上服务，通过窗户
俯瞰到地面万家灯火，“当时觉
得很寂寞。”如今她已经很少有
这样伤怀的时候，李海琳开玩
笑，大年三十航班结束，能回到
家里吃上团圆饭，“现在觉得已
经够幸福。”

夫妻俩的“廊桥遗梦”

李海琳的丈夫王成立是山
航一名机长。空姐与机长的组
合，总能收获旁人的羡慕眼光。

“不了解的人会说，多好啊，夫妻
比翼双飞。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李海琳说，根据规定，夫妻俩不
能在同一架飞机上工作，所有的
航班都必须错开。空姐的工作节
奏是“飞四休二”，飞四天休息两
天，每周排班一次，周六能拿到
下周排班表。除了济青烟，山航
还有重庆、厦门等驻外基地，丈
夫作为年轻机长，驻外时间比较
多，往往一出门要三四天后才能
再进门。俩人经常彼此错空，“有

时一个礼拜都碰不到一面。”
在民航业内，这种空姐与飞

行员、安全员的结合有个专有名
词———“双飞家庭”。山航仅济
南基地就有不下二十个双飞家
庭。聚少离多的夫妻们往往只
能在机场打个照面。“有时候他
在这个廊桥下机，我在那个廊
桥上机，隔着廊桥玻璃，彼此挥
一挥手，匆匆别过，可能又是几
天后再见。”李海琳说，真正的
双飞家庭无法享受比翼双飞的
浪漫，“廊桥遗梦”才是真实写
照。

每次回家都给女儿礼物

李海琳和王成立的女儿和
和3岁9个月，已经上了一年幼儿
园。因为父母总是离家在外，和
和由姥姥照顾。每次幼儿园放学
如果看见是爸爸妈妈来接自己，
和和就会特别高兴。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俩几
乎把所有在家的时间都花在孩
子身上。总不在家，在家时候就
尽量保证高质量的陪伴。”李海
琳的语气里掩饰不住对年幼孩
子的亏欠感。她和丈夫约定，每
次回到家，都要给女儿带点小礼
物，“让孩子觉得，父母在外的日
子也有点盼头。”

王成立是新疆人，结婚七
年，夫妻俩只有一年回过老家乌
鲁木齐过年，剩下的都是在济

南，假期有限。七年里，大约1/3
的年头全家没能一块过除夕，往
往是俩口子大年三十都在飞，到
了晚上七八点赶回家，“那就算
吃上了团圆饭。”七天的春节假
期，夫妻俩能重叠两天，就值得
好好庆祝。“我们俩都习惯了，能
一起在家过年是一种惊喜，不能
也看得开，民航工作就是如此，

节假日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
候。”李海琳调侃，对象找同行这
时候就显示出也有好处了，“彼
此能互相理解工作的特殊性，不
会抱怨。”

父母对工作的爱和付出感
染了年幼的和和，她认真地告诉
爸爸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当飞
行员。”

山航空姐李海琳：

当当空空姐姐嫁嫁给给机机长长
当空姐嫁给了机长，比翼双飞？没你想得那么浪漫。根据规定，夫妻不能在同一架航班上工

作，聚少离多的夫妻顶多只能在机场打个照面。“他在这个廊桥下飞机，我在这个廊桥上飞机，
隔着玻璃挥一挥手，又是几天后见。”李海琳说，“廊桥遗梦”才是双飞家庭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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