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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出茅庐到技术大拿
他是天生的机务人

1996 年 7 月，周本欣从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我是
学航空电气专业的，当时正
好赶上山航招聘，专业对口
并且对飞机维修很憧憬，于
是我就来了。”说起自己跟山
航结缘的原因，周本欣轻描
淡写几句话就概括了，可就是
这样简单的理由却让他在山航
一待就是 20 年。

回忆起初到山航时的情
景，周本欣笑称自己是既兴奋
又忐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飞
机心里特别激动，可又担心自
己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想必
每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都有这
种感受。”周本欣说，他刚到山
航时飞机还相对较少，他跟其
他新员工就在当时的修理中队
学习，“除了学习飞机维修的理
论知识外，每天都在练习电焊、
切割、锉等基础性、技能性的工
作。”周本欣说，虽然这些在大
学里都有学习，但这都是工科
的基础，一定要学扎实。

他似乎是天生的机务人，
在修理中队的那段时间，通过
在GEMECO的学习，他协助山
航建立了飞机电瓶充电间，编
写了充放电工作程序，避免了
电瓶外出充放电的周期长、成
本高的问题，这也为他后期解
决CRJ机队电瓶充电不足导致
多发性出现电瓶充电器故障的
问题打下了基础。

周本欣在山航的20年，可
以说是跟山航共成长。“不论是
SAAB、CRJ还是波音737，山航
历史上所有的机型我都修过。”
周本欣说，在他修过的机型当
中，CRJ飞机的维修对他的业
务能力提升帮助最大。

“当时 CRJ 飞机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全新的机型，维护这
个机型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挑
战。”周本欣说，有时为了排除
故障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埋头干活，下班以后还要
一起研究讨论，不论是经验还
是技术，维修CRJ飞机时期周
本欣的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
升，很快他就完成了从一名新
人到技术大拿的华丽蜕变。

他的身上
有“春夏秋冬”

十几年的外场工作让周本
欣对“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有着更深的体会。尽管如今他
早已不在外场工作，可每当他
在夜晚听到头顶上有飞机飞过
时，他就会想到仍然坚守在外
场一线的机务兄弟们。他常说，
机务人的身上有着一年四季的
温度。

给周本欣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济南的夏天。机坪的温度通
常都在50多度，“那种烘烤感，
是每一个在外场工作的机务人
都永远难忘的。”周本欣说，炎
热的夏天对每一个外场工作的
机务人来说都是一场大考。夏
天在机坪上虽然温度高，但还
有些风，最可怕的其实是在机
坪上被暴晒过的飞机内工作。

1998年夏天，周本欣在济
南参加SAAB飞机油门杆慢车
锁定改装，那是一个相对较大
的改装，“济南的7月即使什么
都不干也会让人大汗淋漓，虽
然是在机库内，但在飞机这样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点都不通
风，用‘满头大汗、汗流浃背、汗
如雨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
张。”周本欣说。

2002年周本欣在北京驻
外，“严寒刺骨”是北京冬天的
代名词，当时周本欣在维护
CRJ飞机，我记得那架飞机襟

翼卡阻，需要更换襟翼作动筒。
那几天北京一直下大雪，到处
都是厚厚的白雪，当天预报的
温度是零下13度。

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周本
欣从清晨一直干到了深夜，用
了十几个小时才将作动筒全部
换完并测试通过。“那次冰天雪
地的工作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一阵阵的寒风刺骨，直到现在
仍然时常会想起当时在冰天雪
地里工作的场景。”周本欣说。

编写多部机务教材
最爱“教员”角色

2004 年，因为出色的技术
和丰富的经验，周本欣的工作
重心逐渐从外场转向了技术支
援岗位。他与技术部和外场的
工程师合作，支援和参与了很
多疑难问题的解决，充分发挥
了外场维护获得的工作经验，
从工程方法和维护措施方面来
解决或减少机队运行中的突出
问题。

周本欣最大的特点是善
于总结归纳，多年来的一线
机务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大笔
宝贵的维修经验，对很多问
题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对一
些飞行人员与地面维护人员
在技术问题上的分歧，他用
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
进行了分析论证，得出了准
确、客观的结论。还对航材是
翻修质量问题还是安装不当
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全面的
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航材部门
成功向返修厂索赔。为总结经
验，提高维护水平，周本欣组织
编写了《737飞机维修论文汇
编》《737NG飞机油液渗漏检查
手册》等多部教材。

说起这些年来工作中最自
豪的事，周本欣说“教员”这个
角色是他最喜欢的，他曾多次
获得“优秀教员”的称号。“我很

喜欢把这些年来的知识总结后
传授给别人，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这让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周本欣说，他给
学员上课，喜欢把理论知识与
相关的实践经验、案例、前后的
知识要点关联，使学员听起课
来兴趣盎然，即使不小心错过
了前面的讲解，后面还有机会
再听到。

周本欣说，飞机维护是一
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工
作人员有极强的操作技能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
的 获 得 是 一 件 不 容 易 的 事
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熟练
的飞机维护人员成长周期长
的原因。其实讲课除了讲知
识外，也是作风、职业道德和态
度潜移默化的影响，“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周本欣用这
句诗词来描述作为一名机务教
员的情怀。

理工男也会伤感
对家庭未尽到责任

作为一名机务人，周本欣
跟其他人一样，免不了驻外工
作。济南、北京、重庆、厦门、太
原、临沂、烟台……很多城市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少则一两个
月，多则几年，周本欣早已习惯
这种“永远在路上”的生活状
态。“对于我们长期出差奔波的
人，既不能说喜欢这种生活或
工作方式，但也没有很大的难
度。”周本欣说。唯独秋天是一

个容易让人伤感的季节，工科
出身的周本欣也会有文科男常
有的“小惆怅”。“有时在一些郊
外的机场驻外，他乡、荒山、野
月，都会使人泛起难受的情愫，
清冷、寂寞、思念、伤感。”周本
欣说。

再有几十天就到春节了，
聊到这个话题，周本欣直言自
己每年到了年根上心情都是复
杂的。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
节日，是家人团圆的日子，而每
到这个时候也是民航人最忙碌
的时间。

工作20年来，周本欣只有
一次回家过年的经历，“那是
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周本
欣说，他记得2002年的春节
是在北京度过的。大年三十
晚上，他跟其他几位同事做
完飞机的航后维护后一起到
郊外去放烟花，看着天空中
五彩斑斓的烟花，周本欣的心
里五味杂陈。

周本欣说，他工作上取得
的成绩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有时候我回家感觉就像是
住宾馆一样，家里离了我照
样能够正常运转，很多时候
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儿子’

‘丈夫’‘父亲’的责任。”周本
欣说，家里的大大小小全都指
望他的妻子，因为家里有这样
一位贤内助，他才能够把精力
投入到工作中。“既然从事了机
务这项工作，我就要对飞机负
责，对乘客负责，对生命负责。”
周本欣说。

在山航AOC(运行控制中心)值班大厅里的工程技术保障席位，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显示器中山航
正在运行的飞机状况，此时每一架飞机的运行、故障、维修情况都在他的实时监控下，一旦有飞机出现
故障或问题，他总是第一时间为飞行人员和地面维修人员提供最专业的技术支持，为飞机安全、正点
的运行提供保障。

20年间，他从一名大学毕业的机务新人一步步成长为山东航空工程技术公司机电专业技术支援
专家，他把自己的职业比作“给飞机看病的医生”，他就是周本欣，山航机务维修安全银质奖章获得者。

2200年年磨磨一一剑剑，，练练就就今今日日““技技术术担担当当””
周本欣：山东航空工程技术公司机电专业技术支援专家

周本欣在AOC大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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