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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康康生生活活 平平安安飞飞行行

山航飞行部党委书记王宏军
介绍，山航有1000多名飞行人员，
机长以上的飞行员占相当的比
例。山航作为“百架运力”的航空
企业，一直把飞行人员的储备、管
理作为主要任务。

王宏军很有信心地表示：“乘
坐山航的飞机，全社会都可以放
心。我们敢把飞机放出去，就确保
飞行员不会存在任何包括心理健
康在内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把
关足够严格。”

山航已经实现安全飞行二十
周年，王宏军提到，航空公司的飞
行安全是重中之重，但离不开队
伍建设。“政治合格、作风过硬、技
术精湛、身心健康”是衡量整个队
伍的指标。对于飞行员队伍来说，
无论是从专业技术层面，还是从
身心健康层面，都受到整个航空
公司的高度关注。

“我们对飞行员队伍要充分
理解。”王宏军提到，行业应该针
对飞行员受到的心理压力探讨行
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我们，还
是航医，对飞行员队伍的监测与
沟通都是必要的。我们从来不敢
存有侥幸心理，每次执行航班都
像第一次执行航班一样小心，因
为我们输不起。”

王宏军举了个例子，航空公
司内部有一条“铁律”，执行出港
航班时，绝对不允许和机组人员
谈论不愉快的事情，而机组人员
尤其是机长和副驾驶，必须保持
心平气和。只有从每个细节入手，
才能避免因人的因素造成的安全
隐患。

“从事航空公司的工作这么
多年，我最直接的体验是，航空的
安全管理体系越来越完善。安全
飞行离不开以人为本，我们也正
在致力于建立飞行人员心理健康
管理系统。”王宏军说。

飞行安全以人为本

“坐山航飞机放心”

4月15日，记者见到了山东
航空公司两位飞行员——— 杨
波、刘思荣。杨波，1999年进入
山航，现在是山航第一飞行大
队104中队的副中队长，也是资
深飞行教员。刘思荣，一个月前
刚刚由副驾驶“升级”到机长，
与杨波同飞数次，两人算是一
对“师徒”。

两位飞行员身着便装，相
约一起前来。当听到记者给两
人定义的“师徒”关系，杨波笑
着说，两个人其实也不算师徒，
更像是朋友。他给出了几条理
由，其一，根据排班，飞行员和
副驾驶的合作完全属于随机，

并不存在“一带一”的亲密关
系；其二，副驾驶在上机前，需
进行一段时间模拟机的训练，
当时也有教员，比驾驶舱内的
教员更具备“师父”的资格；其
三，刘思荣具备英语专业八级
水平，现在104中队当助教，有
时杨波也会坐在课堂上听课，
说两人互为师生亦不为过。听
到这里，刘思荣也不由腼腆地
笑了。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驾驶
舱内，机长与副驾驶的关系并
不和谐，对此，杨波进行了“辟
谣”。杨波说，飞行员队伍中，除
了学员，最常见的就是机长和

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机长要做
好驾驶舱资源管理，一方面是
设备管理，一方面是人的管理。
对人的管理既要注重公平，又
要有足够的人性化，“机长对副
驾驶都是因材施教的，对一些
心理承受能力强、爱表现自己
的副驾驶，为防止其不够严谨，
还是需要‘刺挠刺挠’他们一下
的。”

“刺挠”是济南方言，意
思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刺激
对方。杨波说，很多副驾驶对
这 种 亲 切 的 敲 打 方 式 很 受
用。“对内向、心理承受能力
稍差的副驾驶，教育方式肯

定不会简单粗暴，正相反，都
是以鼓励为主。”刘思荣认可
了杨波的说法。

刘思荣补充说，平时飞行
员和副驾驶们也经常聚在一
起，打打球，郊游等。这种足够
亲密的交流模式，很难使人产
生芥蒂。“而且，机长和副驾驶
之间，其实都有默契存在的。”
而谈到前不久发生的“德国之
翼”事件，两个人都坦言，当时
听说此事后都“心里发凉”，感
觉不可思议。虽然两人同样作
为飞行员，而且都有过多年副
驾驶的经验，仍然无法接受此
类事情的发生。

机长偶尔“刺挠”副驾驶 不像师徒更像朋友

飞行员整体素质提高 航卫加大心理监控力度

杨波和刘思荣对“德国
之翼”事件的震惊程度，并没
有出乎记者的意外。记者采
访了解，在国内，出现严重心
理 疾 病 的 飞 行 员 一 旦 被 发
现，就被令停飞了。有舆论质
疑，如果飞行员有心理疾病
却没被发现，不还是存在威
胁吗？

对此，记者了解到，中国
民航对空勤人员有着科学的
健康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健康
管理规定，目前形成了民航局
航空卫生处监督检查、各地区
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中心健康
评估、各航空公司航空医师对
空勤人员实施健康管理的三

级健康管理体系。民航局每年
委托体检机构对空勤人员进
行定期体检鉴定，其中，飞行
员的心理健康一直是作为健
康指标检查的，而且每次飞行
之前，都会有航医检测飞行员
的身体状况，看是否符合飞行
健康条件。

王晓红，山东航空公司
一名高级航医。她告诉记者，
山航目前有航卫人员2 7人，
分布在公司总部以及各个分
公司。招聘飞行人员时，航卫
中心要全程参与，在进行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测试后，
首先就淘汰掉不合格的人。
随后，对过关进入山航的“准

飞行人员”，航卫中心依旧没
有放松检查。航医工作需要
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在岗，
确保每次放行，空勤队伍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达到合
格。平时，航卫中心也一直对
空勤队伍进行健康风险的分
层管理，“在局方严格的检测
标准基础上，我们实际操作
中往往在抽检比例、把关标
准等方面要求更高。”

山航综合保障部航卫中
心经理曹进军提到，2012年以
来，民航局针对空勤人员的体
检项目比之前增加了很多，加
上空勤队伍越来越自觉，无论
是拒绝不良习惯还是坚持运

动锻炼，空勤人员的身体素质
整体都在进步。以高血压人群
为例，山航飞行员队伍1000多
人，仅有20例列为重点观察人
员。

据了解，目前中国尚未发
生过因飞行员健康问题而导
致的不安全事件。即便如此，
山航航卫中心仍然丝毫不敢
懈怠。王晓红告诉记者，目前
航卫中心在加大心理健康监
控的同时，积极向人力部门建
议设立心理医生职位，“民航
总局已经关注到飞行员队伍
的心理健康状况，预计将来招
飞时，心理健康方面的选拨条
件会更加严格。”

安全飞行是最高职责 严管厚爱打造职业化队伍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之
翼”坠机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
的，主要因德国航空管理部门
的工作不力而最终导致了悲剧
的发生，山航飞行部二大队李
震书记对此表示认可。他说：

“飞行员队伍的重要性大家都
有目共睹，但他们的安全飞行、

身心健康和职业素质，不仅仅
要靠飞行员的自律来养成，
作为航空公司，更重要的是
用严管去治理管控、用厚爱
去疏导培育飞行员队伍。山
航飞行员队伍的管理就是这
样去做的，因为安全飞行永
远都是每一位山航飞行员的

最高职责！”
他告诉记者，目前山航

飞行部一直在持续开展“山
航飞行序列素质模型”实施
落地工作。在“模型”中，山航
对 飞 行 员 队 伍 的 职 业 化 素
质，从“身心健康、技术精湛、
作风过硬、政治合格”4类1 6

个词条进行了归纳和要求。
通过装订成册配发全员、编
制课件教育引导、选树典型
奖惩并举、疏导化解人文关
怀等方法，“未雨绸缪、关口
前移”，不断提升飞行员队伍
的职业化素质，为安全飞行
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铺垫。

3月24日，一架“德国之翼”航班在法国南部山区坠毁，共造成150人死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一起由
副驾驶制造的人为坠机事件。由此，飞行员这个特殊职业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备受关注。国内飞行员队伍的
身心健康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本报记者 杨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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