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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白新鑫

航后检查超180项

通宵工作是常态

5月的北京虽然没有了冬日
的刺骨寒风，却依然冷风阵阵。
晚上8点30分，在办理了机坪通
行证明、经过机场严格的安检
后，记者终于进入了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的机坪区。放眼望去，偌
大的首都机场停机坪上，密密麻
麻停满了飞机。

京鹰班组目前有20人，三班
倒工作，每次上班早上4点多就
要准备进场做航前维修检查，白
天休息，晚上再进行航后维修检
查，经常要忙到第二天早上，最
多的时候每天要维护9架飞机。

刘耀武是山航北京维修基
地航线中队一分队主管，被同事
称为“刘队”。刘队告诉记者，今
晚他们要做6架飞机的航后维修
检查，平均1架飞机要检查将近2
个小时，每架飞机都有详细的工
卡，必须按卡作业。说到这儿，刘
队拿来一张工作卡给记者看，上
面包含了驾驶舱、客舱、机下、机
身机翼等很多大项目，每一个大
项目里又包含了很多小的项目，
大大小小的项目足足超过180
项。“光是这些检查做下来就要2
个小时，如果检查发现问题还要
排除，那个时间就没法预估了，
有时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大家
伙经常得通宵。”刘耀武说。

就在记者跟刘耀武交流的
过程中，一架飞机刚刚落地，记
者跟随刘队前往停机位。经过一
段时间的乘车，当记者见到这架
波音737NG飞机时，京鹰班组的
机务人员早已开始了他们的工
作。“负责维护飞机的机务人员
必须提前15分钟到达机位，所以
他们早就赶在你来之前到位，等
着飞机落地了。”刘耀武向记者
解释。

大到发动机小到马桶

不放过一个细节

冯聪负责这架飞机的航后
检查维护工作。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飞机机身下的主轮舱内
做检查，只露了下半身在外面。
冯聪示意记者可以进入后，记者
一头钻了进去。“您看这里是
EMDP，就是电动马达驱动泵，
这里有一点渗油，看来今晚得干
通宵了。”冯聪的语气很平淡，似
乎是见惯了这种情况。当记者沿
着冯聪指向的位置看，无论如何
也看不到有漏油的地方。冯聪用
手摸了摸，记者注意到手上有一
点点的油迹，冯聪解释，别看只
是这微乎其微的一点油迹，他们
也必须严格按照工卡来执行。有
问题必须修，因为第二天飞机要

在天上飞一天，几百名旅客的生
命安全不是儿戏。

为了不打扰冯聪工作，记者
从机身里钻了出来，走到了发动
机旁。发动机是一架飞机的核心
部位，光是两台发动机就相当于
一架飞机价值的三分之一，发动
机的检查至关重要。发动机整流
罩、风扇叶片、进气道、消音板在
内的很多检查都需要机务人员
去完成，因为刚刚落地，发动机
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人一靠近
就会感觉到阵阵热浪。负责介绍
的蔡玉泉告诉记者，除了发动
机，机身外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
机务人用肉眼去目视有无外来
损伤，有些地方甚至需要用手去
触摸。“平时大家都检查得非常
仔细，光是围着飞机‘转圈’看下
来就要很长时间。”

就在记者也围着飞机转圈
体验机务人的工作时，飞机外部
的灯光一下子全都亮了，蔡玉泉
告诉记者，这是驾驶舱里的机务
人员正在打开机身外部的灯光，
检查是否有灯光不亮的现象。

驾驶舱，是飞机除了发动机
外另一个重要的地方，这里的检
查同样重要。进入驾驶舱，狭小
的空间里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按
钮，一部分是航后检查需要按动
的，一部分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光是看到眼前这一排排的按钮，
记者就已“瞬间凌乱”。

正感叹驾驶舱壮观的按钮

群时，冯聪出现在驾驶舱左侧的
小窗口外，蔡玉泉解释，这要检
查飞机前风挡玻璃雨刷是否工
作正常。窗外的冯聪示意蔡玉泉
按动雨刷按钮，紧接着向前挡风
玻璃上泼上水——— 雨刷快速摆
动，工作正常。

走出驾驶舱，记者来到相对
熟悉的客舱，灯光、座椅、应急设备
等内容都需要机务人一项项检
查，检查项目还包括客舱内卫生
间里的各项设备，一旦卫生间的
马桶堵塞，需要机务人去疏通。

记者走出客舱站在机坪上，
此时夜已深，看了看时间，已是
晚上11点40分了。记者得知还
有一架飞机还没有结束今天的
航班，等飞机飞回来还需要重
复一遍这样的检查，所有的检
查项目完成，最早也是凌晨2点
以后，再加上整理收尾工作，大
家回到宿舍的时间基本在凌晨
4点，而这就是京鹰班组日常的
工作节奏。

熬夜是必修课

“90后”小伙干劲足

孙伟东是京鹰班组的一员，
2010年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毕业之后来到山航从事机务
工作。“以前在青岛做定检工作，
2 0 1 4年借调到北京做航线维
护。”这个憨厚老实的东北大男
孩说。他向记者介绍，定检工作

主要是一些飞机的定期维护，属
于大的检修，就好比汽车到4S店
做保养。而航线维护主要包括航
前、过站以及航后的例行检查。
说起两者最大的区别，孙伟东说
是工作时间，定检主要是周期性
的连续工作，而航线则是需要上
夜班，熬夜成为了每一名航线机
务人的“必修课”。

说话间，孙伟东脸上流露出
一丝倦意，经询问后得知，头一
天晚上记者跟随的那架飞机做
完航后检查后，因为EMDP(电动
马达驱动泵)出现渗油，又更换
了新的部件，原本不负责那架飞
机的孙伟东也参与其中帮助更
换。一共6人参与了那架飞机的
维修，即便这样，他们也工作到
凌晨5点。

自己的工作结束已经是半
夜了，为什么不回去休息？面对
记者的问题，实在的孙伟东这样
解释：“我们是一个团队，他们那
架飞机要换件很麻烦，我们这边
工作结束了没有什么事，不可能
抛下兄弟们不管，自己跑回去睡
觉。大家伙一起上，这样还能快
一些干完。”

坐在孙伟东身旁的肖兴华
是一名90后的年轻小伙，带着一
副黑框眼镜的他看起来像还未
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您好，我叫
肖兴华，2013年7月从中国民航
大学毕业后来山航的。”这个90
后的小伙说话底气十足，充满活
力，如果不是孙伟东提醒，记者
丝毫看不出来肖兴华也参与了
头天晚上飞机的换件工作。“我
毕竟年轻，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肖兴华打趣道。

“自豪”是这名90后的年轻
人对于自己从事工作的认识。在
他看来，虽然熬夜很辛苦，但是
看到早上飞机安全飞出，晚上再
安全返回，让他觉得自己在做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

虽然很有成就感，但是刚工
作时肖兴华还是遇到不小的困
难。进入山航机务需要培训整整
一年才可以上岗，那段时间肖兴
华刻苦学习机务知识，熬过了一
年的培训后终于来到北京，真正
接触到了飞机。“当时的感觉就
是一个字，‘酷’。”肖兴华说。可

是真正开始工作以后，肖兴华发
现自己欠缺的还很多。“跟着师
父干，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大
多数时间肖兴华扮演的是一名
任务的执行者，即便这样，刚开
始只能“打下手”的肖兴华也忙
不过来。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华子
真的很努力、很用心地在学，现
在他自己干活没问题，跟大家也
形成了默契，一个手势就明白彼
此的需要。”孙伟东替肖兴华补
充。“作为一名90后，年轻人在这
个年纪就是要多学，不管是学习
还是工作，都离不开努力的学
习。”肖兴华说。

强迫症是“职业病”

群居生活，外出解压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北京维
修基地经理周飚告诉记者，机务
人员每次工作前都要领取工具，
工作完成以后要再次清点，绝对
不允许丢失一件工具，哪怕是一
个小小的螺丝、一块不起眼的抹
布都要找到，因为一旦这些东西
不慎落在飞机的某个角落，就可
能会引起飞机的故障，影响飞行
安全。

因为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严
谨细致，这多少在每一名机务人
的身上都烙下了烙印。“俗称强
迫症。”肖兴华抢着说。虽然真正
工作的时间才只有短短一年，肖
兴华已然觉得自己有了强迫症
特征。“每次出门前都会在嘴里
默念一遍，钱包、钥匙、关灯、锁
门，就像按照工卡程序化一样。
即便这样，出门以后也经常会回
想门有没有锁好，灯是不是都关
上了。”肖兴华无奈地说。

长时间的神经紧绷再加上
长期熬夜，让大伙的压力倍增。
为了缓解压力，周飚也做了很多
工作。因为是三班倒，平时大家
还是有一定的休息时间的，一旦
大伙都有空余的时间，维修基地
和班组就会组织大家一起外出
爬山、烧烤等。“大家很多不是北
京人，都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北
漂’，平时过的也是‘群居’生活，
每天都一起工作生活，感情很
深。”周飚说。

晚上10点，对于北京这
座城市，似乎是一个尴尬的
时间：有人或已入睡，有人
夜生活刚揭开序幕，还有一
群人，工作才刚刚开始。

当飞行员驾驶着飞机
安全降落，离开飞机返回住
所，当拖着疲惫身躯的乘客
因为终于到家而难抑兴奋，
这群人却走在与乘客相反
的路线上。进入飞机，调亮
飞机灯光，进入驾驶舱，打
开发动机外壳，一项项地为
飞机做检查，直到第二天的
清晨。他们就是山航工程技
术公司北京维修基地航线
中队一分队的机务人，他们
有一个响亮的称号———“京
鹰班组”。日前记者走进首
都国际机场，亲历属于机务
人的“北京一夜”。

山航机务京鹰班组：

看看到到飞飞机机安安全全落落地地
心心里里才才踏踏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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