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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行行
““大大管管家家””

李希玉：航班背后的男人

说起家人，之前一直认
真向记者介绍工作的李希玉
眉头一皱。对于妻子，对于孩
子，李希玉直言自己心里一
直有愧疚。

李希玉的妻子是一名教
师，在日照工作，这些年来，
夫妻二人一直是相隔两地，
妻子在威海一边工作一边带
孩子，李希玉独身在烟台工
作。

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便
是周末，最初的时候是李希
玉利用周末回去跟妻子孩子
团聚，后来慢慢地就变成妻
子带着孩子来烟台看望李希
玉。一家人开心地度过短暂
的周末时光。“工作越来越
忙，妻子跟孩子都很理解
我。”

由于跟妻子孩子相隔两
地，家里的事李希玉几乎都
顾不上，孩子小时候身体差，
经常生病，动不动就得肺炎，
动辄住院，最多的一次一连
住了20多天院，基本都是妻
子跟家人照顾孩子。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亏
欠，2009年，李希玉带儿子来
到了烟台，这位工作繁忙的
老爸开始抽出时间来照顾孩
子。“其实还是家里的老人帮
着照看孩子，这几年情况好
多了，孩子现在上了初中，在
家时我就给他做饭，上班时
就给他留下钱让他自己买点
吃。”

说起懂事的孩子，李希
玉抑制不住自豪感。李希玉
的孩子非常独立，不用他操
太多心，孩子对爸爸的工作
也非常理解。提到对儿子的
期待，李希玉说 :“只要人心
眼没问题，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不
必大富大贵，有一技之长，平
平安安地生活就足够。”

周末夫妻

聚少离多
工作专家对家人愧疚

链接

“不管工作到多晚、多累，当看到一架架飞机顺利
起飞与降落，安全地完成飞行任务回港后，心情总是放
松的。”协调与保障航班飞行的各个环节是生产指挥中
心最根本的职责，在这个年轻人居多的岗位上，有一位
老大哥，一干就是十年。他，就是李希玉。

昔日空管今朝指挥,团队老大哥华丽转身

43岁的李希玉是山航烟台
分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的一名指
挥员，成熟、稳重、果断是他给大
家的印象。生产指挥中心团队13
名员工，除了李希玉，都是二三
十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位团队老
大哥在自己的岗位上十年如一
日地坚守，保障航班的顺利运
行。

李希玉1971年生，1996年大
学毕业后到威海机场工作。经过
中国民航大学空管专业一年的
培训，李希玉成为一名空管员。
他感慨，如果不是因为有空管员
的经历，自己不可能进入山航，
也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2001年，怀揣着更大的梦
想，李希玉来到了山航。因为有
之前空管的工作经验，李希玉很
顺利地进入山航托管的东营机
场继续从事空管工作。为了能够
丰富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业
务能力，2004年1月份，李希玉来
到了烟台分公司生产指挥中心。
这里的工作虽说与空管员有很
多共通点，但工作内容却更多、
更杂了。

李希玉介绍说，生产指挥中
心的工作与AOC(运行控制中
心)密不可分，很多工作需要与
济南的AOC协调，在AOC的指
导下完成航班的现场组织、指

挥、调度和航务支持。“通俗地
讲，就是为了保障航班的顺利运
行与参与航班运行保障的各个
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李希玉
解释。清洁队、配餐、加油、加水、
排污、柜台办理值机，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在生产指挥中心的实
时监控下，一旦有环节出现问
题，李希玉就会立刻做出反应，
协调各个部门。

身处年轻人居多的团队，已
过不惑之年的李希玉自然就成
为了这个团队的老大哥。“老大
哥就要有个老大哥的样子。”李
希玉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每
天上班，李希玉都早早地来到办

公室，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因
为要比最早出港的航班提前1个
半小时到岗，一般是早上5点20
分就到岗。打开各种设备、监控，
天气系统、FOC系统、CDM系
统，从这一刻开始，李希玉就要
一直守候在显示器边，时刻盯着
航班的动态，处理各种突发情
况。

飞行员出发前1小时10分钟
会来李希玉处领取航行资料，这
是飞行员必不可少的东西，飞行
计划、天气实况、高低空预告图、
航行通告等有关本航班飞行的
详细资料都在这里面，缺少它飞
行就无法正常进行。

兼职神秘“情报员”,耳听八方分秒必争

李希玉向记者介绍，烟台生
产指挥中心与济南不同，他们除
了生产保障的工作外，还要肩负
一部分放行以及情报收集的工
作，而在济南，这些工作都在
AOC有专人负责。

说起情报收集，李希玉介
绍，飞行员在起飞前都会领取一
个资料箱，除了之前说到的航行
资料，里面还包括了每个机场的
飞行程序等关于机场的详细资
料。每一个机场的资料都不一
样，像北京机场光是资料就有30
多页。为了保障飞行员能够快速
准确的找到相关机场的资料，李
希玉每天早晨都会在飞行员来
领取资料箱之前把有关于该航
班起飞、降落以及相关可选择备
降的机场资料找出来放在一起。

“如果不这样，全国大大小小那
么多机场，飞行员一个个去找很
麻烦。”

因为每个机场都可能随时

发生变化，民航局规定，每28天，
机场的航行资料就要更新一次。
也就是说，每28天就是一个更新
周期，李希玉要负责分拣、修订
十几个资料箱，每天要把次日6
架飞机配用的资料箱再做一次
检查。

除了机场资料这样有固定
周期的情报收集外，李希玉告诉
记者，经常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突发事件发生。有时候有的机
场的盲降系统出了问题，或是机
场跑道出现问题，又或是某个地
区有突发的人工降雨等等，相关
部门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为了不影响信息的时效性，李希
玉必须一直坐在电脑跟前奋战，
时刻对着电脑显示器，不断地刷
新界面，收集类似的突发情报，
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李希玉半开玩笑地说，他们
的办公室可不是随便就能进的，

“进来的人也待不住。”塔台频

率、签派频率、对讲机、电话铃
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汇聚在一
起，记者乍一进入，就被这些声
音给打乱了思维，有些抓狂。“我
们都习惯了，可以自动屏蔽其他
声音，耳朵里听到的只有我们需
要的声音，该听到的我们不会漏
掉。”李希玉淡定地告诉记者。

回忆起之前的一次工作，李
希玉印象深刻。有一次，他正在
忙着接电话，塔台那边突然传来
声音：“SC4857起飞稍等，刚才听
区调讲，去北京的航班有备降
的。”听到这个信息，李希玉马上
拿起电话，把这一信息告诉总部
放行签派员，让他尽快了解情
况。

此时，李希玉查看北京雷达
图时发现，北京的西南面有一片
很强的雷雨区正向机场方向移
动。此时，又传来塔台管制员的
声音：“SC4857，区调限制你20：
55前起飞，流控很严重。”机组接

到指令后，开始准备起飞。这时
放行签派员的电话还没到，李希
玉当即再次拿起电话：“SC4857
马上起飞，北京情况怎样？”通话
进行时，飞机正滑向跑道头。

情况紧急，李希玉再一次询
问放行签派员：“飞机快滑到跑
道头了，赶快决断，是走还是滑
回？”放行签派员短暂权衡后做
出了让飞机滑回的决定，李希玉
立即拿起电话：“塔台，我山航，
SC4857先不要起飞，告诉他联系
我。”

时机稍纵即逝，最后飞机滑
回停机位。事后证明李希玉的果
断抉择是对的，北京天气变坏得
太快了，先前从烟台起飞去北京
的航班一个返航，一个备降去济
南，外地去北京的航班也大多去
济南、天津备降。一次稍纵即逝
的时机把握，为山航节省了不必
要的开支，更保证了乘客的安
全。

身在“雪窝子”,每年除冰都是大工程

李希玉告诉记者，在烟台
生产指挥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算
是 了 解 飞 机 性 能 的“ 半 个 专
家”，因为需要兼顾一部分的放
行工作，所以李希玉必须清楚
地了解飞机的性能、油耗、速
度、起飞降落的距离，有一个清
晰的预判。众所周知，汽车性能
好不好，刹车距离很关键，飞机
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只是大概
了解，起辅助的作用，在济南有
专门的性能部门。”但就是这样
的辅助，时间久了也算得上是

“半个专家”。
李希玉回忆，有一次台风影

响烟台，雨下得非常大，机场积
水排不出去，跑道上都有了积
水。当时值班的正是李希玉，接
到机场塔台的通知要求航班去
青岛备降。李希玉解释，跑道长
3200米，积水位长400米，且位于
跑道尽头，剩余的跑道长度完全
可以满足飞机的降落条件。李希
玉跟机长以及塔台沟通后，塔台
最后同意不选择备降，飞机顺利
降落。

天气逐渐变冷，冬季马上
就要到来，李希玉说，烟台与其
他地方不同，一到冬天就下大
雪。“烟台是一个雪窝子，一到
冬天经常会下暴雪，温度也非
常低，这就涉及到飞机冬季除
冰的保障工作。”

飞机外表一旦结冰，就会
影响飞机升力，必须除冰。飞机
外表的明冰首先需要用除冰剂
清除，清除明冰以后还需要给
飞机涂上一层防冰液，否则很
快飞机外表又会因为低温而二

次结冰。这个除冰的过程由机
务来完成，但整个过程都在生
产指挥中心的监控下。李希玉
介绍，他们会通过C DM 系统
(协同放行系统)来了解飞机具
体的起飞时刻，然后评估天气
温度，预判一个除冰以及防冰
的最佳时间，通知负责除冰的
机务人员及时除冰。

“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除冰
效果，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谁
都不会大意，一切为了安全。”李
希玉说。

本报记者 白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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