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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翅膀

助烟台腾飞

快评

飞行区等级将达到
4D(兼顾部分E级飞机)

规划建设一条长3400米、
宽45米的跑道和等长的平行
滑行道

新建航站楼
面积8万平方米，
机位39个

地下停车
场总建筑面积
54045平米，共
设 计 停 车 位
1074个

新机场概况

隔魏衍艳

2014年，烟台新机场将投入
运营，这是烟台的一件大事。可
以预料，一个大型国际机场的顺
利竣工，将为烟台的腾飞奠定更
坚实、宽阔的跑道。

烟台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内
的重要节点城市，“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
集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三大战略的中心城市，可
谓“天降大任”。但如果没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中心城市的底气又
从何谈起？

也因此，近年来烟台在基
建方面投入大手笔，从青烟威
荣城际铁路、龙烟铁路到新机
场，一个迅速发展的现代烟台
正在崛起。在感慨于各种成就
的同时，或许有些人对新机场
建设的意义还不甚明了。

有人曾说过：“机场驱动就
业、驱动城市发展、驱动产业集
聚，就像高速铁路在20世纪、公
路在19世纪和海港在18世纪的
作用一样。”也有经验表明，如果
能充分利用好机场资源，一个机
场的建设投入与产出之比可达
1：8。因为办好一个机场就像打
开了一扇大门，带来的人流、资
金和信息资源，将为整个地区的
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无法
估量的效益。

可以预见，新机场建成投用
后，老百姓的出行将更方便、大
项目大企业的入驻也将加速、还
将改变烟台“旅游中转地”的尴
尬地位……

我们期盼，凭借烟台新机场
这双隐形的翅膀，带来更多的

“蝴蝶效应”，推动烟台经济发展
的再次腾飞。

之三 隔本报记者 柳斌
qlwblb@vip. 163 .com

到明年，市民要坐飞机就得去位于蓬莱市潮水镇的新机场了。作
为新建民用机场，烟台新机场将为烟台空中客运、货运发展提供广阔
发展空间。

目前，新机场工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400米长的跑道
基本成形，航站区工程开工面积近半，航站楼、空管业务楼、航管楼也
将在年底施工完成。预计2014年完成机场校验、试飞、转场，并开航运
营。

飞行矛盾无法解决，机场必须外迁

航站楼骨架成形

“航站楼主体机构已经
成形了！”3月 2 7日，记者驱
车赶往位于烟台潮水的新
机场，离施工工地还有两三
公里，已经能看到航站楼的
外观形象，龙骨一样的框架
已经成形。据介绍，这就是
将 来 旅 客 买 票 、候 机 的 地
方。

“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基本
完工了，将来的航站楼就是这
个形状了，高度、长度、形状基
本不会变化了。”负责航站楼

施工的烟建十公司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说。

据介绍，航站楼内每天
有近百人进行幕墙及屋面
施工工作，按照计划，幕墙
及屋面施工工作将在 1 0月
中下旬完成。

此外，空管业务楼工程计
划5月30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塔台工程计划5月15日主体封
顶。新机场地下停车场目前目
前已完成近60%，计划5月底主
体结构施工完成。

机场明年投入运营
站在停车场的顶层，顺着

浇筑好的桥墩，能清楚看到机
场高架路的走向。

烟台新机场建设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预计6月
底将全部完成高架桥的上部
结构施工，7月底完成桥面系
及附属结构的施工达到工程
竣工验收标准。

据了解，新机场连接线项
目全长12 . 12公里。其中，机场
至荣乌高速段长3 . 07公里，国
道206至省道302段长9 . 05公

里，设计时速均为80公里。
航站楼后面不远处就是

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跑道已
经基本成形，站在上面难见首
尾。一阵北风吹过，跑道上黄
沙飞舞，在机场滑行道上，一
位工人擦了擦嘴角的沙子说，
他们正在做滑行道的硬化，目
前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按照计划，整个机场工程
于2013年底基本完成，2014年
完成机场校验、试飞、转场，并
投入运营。

“新机场离我们近了，对
我们公司的进出口是有利
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

工业园运筹中心进出口物流
部组长臧崇飞说。

“对于一个民航机场，航
班量多少是衡量该机场经济
发展的唯一标准，航班量上不
去，其他任何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无从谈起。”莱山国际机
场市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烟台民
航吞吐量的增多，势必有更多
的航班起降潮水国际机场，届
时市民空中出行将更加方便。

增加航班也是烟台旅游

业发展的需要，烟台新国际机
场选址蓬莱潮水，将进一步促
进烟台乃至胶东航空旅游的
大发展。

此外，新机场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烟台发展蓝色经
济战略的实施，也为打造国
际性空港物流城市和胶东
物流中心奠定了基础。据介
绍，新建机场位于正在建设
的德龙烟铁路、威乌高速、
烟台港西港区等其他交通
方式周边，有利于发展“地
空”、“海空”等多种交通方
式之间的联运，通过其他交
通方式有利于扩大新机场
的国际货运市场腹地。

现现状状

决决策策

探探访访

如果从红旗路终端出发，大
约是50分钟时间。

如果从老市政府门前上绕城
高速、荣乌高速到新机场，大约是
53至54公里，汽车时速一百公里的
速度，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走同三零点立交桥接
绕城高速，到新机场大约是40多公
里，也是半个小时的车程。

如果从南大街终端出发，受
市区道路限速以及红绿灯控制影
响，从市区到潮水机场开车则需要
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道
路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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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跑道也已基本成形，工人正在进行滑行
道的硬化工作。记者 赵金阳 摄

机场旁边在建的大型地下停车场，工人正
在施工。记者 赵金阳 摄

3月27日，一名工人从新机场航站楼C区前走过，航站楼的骨架已经成形。 记者 赵金阳 摄

3月27日上午，一辆载重
1 . 5吨的监管车从青岛机场
开往烟台保税港区，核销报
关数据后，又开往位于开发
区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

工业园。监管车上装满了从
国外进口的电子零部件。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这
些零部件并不是直接从国外
到了烟台，而是从青岛拐了
个小弯。

“之所以从青岛拐个弯，
是因为莱山国际机场缺少与
这些国家的直飞货运航班。”
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工业
园运筹中心进出口物流部组
长臧崇飞直指问题所在。

臧崇飞说，它们进口的
零部件多来自日本，还有我
国的香港和台湾，出口多集
中在欧美和非洲的一些国
家，由于烟台和这些国家及
地区的货运航班较少，或者

货运能力有限，很多货物只
能绕道青岛。

记者了解到，3月27日当
天，共有8辆拉着富士康科技
集团(烟台)工业园的原材料
的监管车从青岛来烟，其中7

辆载重1 . 5吨，1辆载重5吨。
“这只是一天的数量，其

实每天都有这么多或者更
多。”臧崇飞说，他们进口的
货运总量中，有接近60%的原
材料从青岛绕道来烟，只有
40%多点的原材料通过烟台
机场。

臧崇飞说，虽然这些原
材料的运输费用多数由合作
方承担，但是这也造成了资
源浪费，间接增加了成本。

据了解，像富士康科技
集团(烟台)工业园一样，LG

伊诺特(烟台)有限公司等进
出口比较大的企业都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而且，随着烟台

经济的高速发展，富士康、
LG等大型外企产能和出口
也在不断增长，烟台的空运
物流量步入高速增长期，两
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根据预计，2015年烟台
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460

万人次(高峰小时旅客1965人
次)，货邮吞吐量将达到5 . 5万
吨；2020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到650万人次(高峰小时旅客
近3000人)，货邮吞吐量将达
到9万吨。

但是货运的快速增长，
与莱山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
形成鲜明对比。目前国内航
空运输业务中货运比重相对
较小，主要还是依靠客运飞
机腹舱运输的阶段，而在烟
台机场运行的主要以B737、
A320系列等中型飞机为主，
载运能力有限，影响了机场
物流业务的发展。

货运航班少，企业进货绕道青岛

据了解，民航烟台莱
山 国 际 机 场 建 站 开 航 于
1 9 8 4 年 1 0 月，现属于二类
4D机场、一类航空口岸。经
过近 3 0 年的发展，民航的
地面空间已经不足，现有
设施已经饱和，平面布局
显得非常拥挤。目前莱山

国际机场既没有能力承接
批量飞机过夜，也没有足
够的区域满足航空公司建
设基地的要求。

另外，莱山国际机场与
周边其他交通方式衔接也
不够顺畅。据了解，机场现
有两条场区道路与主要公

路衔接，西侧进场路与烟青
一级路相连，为目前机场民
航主要使用道路。收发货物
主要依靠代理人、货主自行
到机场货运中心进行交付，
缺少与公路运输、海运之间
的有效衔接方式，运行方式
较为简易。

空间交通制约莱山国际机场发展

新机场距离烟台市区43公里

航站楼起来了，新机场有望明年“起飞”
将为烟台空中客运货运发展提供便利，烟台有望成国际性空港物流城市

烟台民航业与城市地
位明显不相称的现状，也
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
眼里。

烟台市从2007年开始，
先后组织了四次包括全国
民航设计大师在内的军民
航专家论证会，专家一致认
为：莱山机场军民航飞行矛
盾已无法解决，民用机场必
须外迁新建，而且搬迁越早
越主动。新建机场的建设位
置就是蓬莱潮水。

新机场建设按照“一次
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
行，性质为国内民用航空中
型机场、对外籍飞机开放的
口岸机场。机场一期工程规
划目标年为2020年，满足旅

客吞吐量650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9万吨的要求，总投
资44 . 82亿元。

新机场2008年10月调
整列入国家“十一五”机场
建设规划；1 1月确定为全
省拉动内需21项重点措施
之一。2009年10月23日国家
发改委核准通过了新机场
可研报告；11月25日，新机
场总体规划原则通过专家
评审，新机场飞行区试验
段工程和采空区处理试验
段工程相继开工建设；1 2

月26日，市委、市政府举行
了新机场奠基仪式，标志
着新机场由前期的筹备工
作转入全面开工建设阶
段。

促出行便利，助旅游发展展展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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