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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场引来了一个汽车城”，本报记者赴江苏探访盐城机场模式

机机场场亏亏损损33000000万万，，换换来来税税收收3300亿亿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张冠楠

“一个机场，引
来了一个汽车城。”
在江苏盐城，人们如
此形容盐城机场对
当地经济的带动。

十年前，当盐城
南洋机场面临仅有
的航线可能被停飞
困境时，为了方便韩
国车企的韩方人员
周末回家，盐城市政
府毅然决定每年补
贴3000万元，开通临
时包机直飞首尔。

让人想不到的
是，本以为“赔本赚
吆喝”的投入却带来
了 丰 厚 的 回 报 ，如
今，在盐韩资企业每
年交给当地政府的
税收达到了3 0多个
亿。

中国民用航空
局局长李家祥曾在
不同场合多次表扬
盐城机场：“3000万和
3 0多个亿是百倍的
关 系 。过 去 我 们 讲

‘一本万利’，现在
‘ 一 本 百 利 ’也 不
错。”

那么，十年来盐
城民航扩张之路是
怎样走过的？近日，
本报记者赶赴盐城，
探访机场对当地经
济发展产生的带动
作用，还有那些机场
建设过程中鲜为人
知的故事。

地方小机场也有国际航班

1月底的一天，中午12点，
在盐城南洋机场的国际候机大
厅，距离飞韩国首尔的班机起
飞还有一个多小时，52岁的陈
宝光仔细听着导游的叮嘱：“一
会儿过安检，不准带打火机、小
刀……”

半个月之前，他报名参加
了当地一家旅行社组织的赴韩
国团队游。

虽然这是陈宝光第一次坐
飞机，但是他对南洋机场一点
都不陌生。他家住在洋山镇光
荣二组村，距离机场大约2公
里。盐城机场始建于1958年，属

于军民合用机场。自从2000年
盐城民航站成立，他就经常看
到硕大的客机从头顶掠过，耳
旁还伴随着“轰轰”的飞机发动
机声音。

以前，陈宝光总感觉这飞
机“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后来孩子去了中韩合资
企业工作，每次回到家就跟老
陈说韩国的“这好那好”。说得
老陈心里直痒痒，于是他来到
了旅行社，得知盐城至韩国首
尔每周二、三、五、日有4班飞
机，往返购票都十分方便。之
后，他第一次踏进了这个陪伴

他生活大半辈子的飞机场。
身为地方“小机场”的盐

城南洋机场，曾被民航华东局
评价为“外向度较高的小机
场”。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早在2006年，南洋机
场就获批为国家一类口岸。而
在2009年，南洋机场获准对外
籍飞机开放，新辟国际航线，同
时盐城飞香港航班开通。

正如盐城市交通运输局副
局长、机场民航站站长崔花所
说：“没有航线航班，再好的机
场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赔本赚吆喝”，换来大红包

“飞抵北京只需1小时20分
钟，到达韩国首尔只要1小时25
分钟，飞香港也只要2小时15分
钟，三亚、广州、长沙、哈尔滨、
桂林……这些国内最热的旅游
城市，都已经纳入盐城的3小时
飞行圈。”盐城市交通运输局的
工作人员说。

但是，十年前却不是这样。
2004年，南洋机场仅有北京、广
州2条航线，每周一共4班飞机。
而飞广州的航线也因为旅客不
足，面临着停飞困境。

盐城市委宣传部的孙华回
忆说，2003年9月，韩国现代起
亚集团决定在盐城投资建设

“汽车城”，条件之一就是必须

开通盐城至韩国的航班。
不过，当时来往韩国的旅

客并不能撑起一条航线的市场
需求，孙华说：“成本太大，光靠
盐城机场民航站来消化，不太
现实。”怎么办呢？当时，这个问
题几乎愁坏了机场民航站。

崔花回忆说，真应了那句
话，“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

“为了扩大盐城招商引资
的影响力，当时的市委市政府
决定从政府财政中划出专项补
贴3000万元，以临时包机的形
式，开通了盐城飞首尔的航
班。”孙华说。

这看似一桩“赔本赚吆喝”

的投入，实际上却给盐城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

当时，江苏其他城市都在
积极争取东风悦达起亚这个汽
车项目。“在这个关键时刻，盐
城飞首尔的临时包机给韩国客
商们吃了一粒‘定心丸’。”孙华
说，在2004年东风悦达起亚一
个车间落户盐城后，又开办了
第二家工厂，总投资达68亿元，
每年交给地方政府的税收达30
多亿元。

谈到航线对经济的影响，
盐城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友根
说：“市里决定只要世界五百强
企业落户盐城，我们就开通相
应的航班。”

机场改扩建，先过环评关

为了放大一类航空开放口
岸的资源优势，2012年盐城市
委市政府决定对盐城南洋机场
进行改扩建，将现有跑道从
2200米延长至2800米，新增停
机坪至8个，新增登机桥至4个。

此次机场跑道扩建共涉及
114个拆迁户，拆迁总面积为
29700平方米。

为此，盐城机场民航站引
入第三方机构，让南京市一家

环评单位对机场改扩建项目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随后，该环评
单位监测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在当地门户网站以及报纸等媒
体上进行了公示。

根据环评单位的要求，此
次公众参与征询的范围主要为
生活在拟建地周围2公里至8公
里范围的社区、村庄、学校等公
众，向群众发放了《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公众参与调查表》。

“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对所
处的环境现状还是满意的。”负
责该项目环评的工程师说。

为了取得持反对意见的居
民的支持，2013年4月，盐城机
场民航站的工作人员对这部分
民众进行了登门回访。

“在说明了本项目采取的
噪声防治措施后，距离机场较
近的居民都表示了理解和认
可。”上述工作人员说。

切入全球产业链

地方离不开机场

2013年底，厦门经盐城飞
哈尔滨的航线开通，盐城福建
商会常务副会长梁小鹤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闽商们再也不
用几十个小时长途跋涉了！”

据盐城福建商会会长黄常
顺介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
量闽商涌入盐城，但是，众多闽
商来盐投资，因没有直达航班
旅途劳累而影响了投资热情，
有的甚至放弃了在盐发展兴
业。

2012年3月，黄常顺等人在
盐城市两会上提请政府开通盐
城飞福州的航线。“目前，在盐
城的闽籍人士近10万人，企业
3000多家，每年创税收达数百
亿元，已成为盐城经济建设不
可或缺的一支力量。而赴闽航
线不开通，想回去一趟极其不
便。”黄常顺说。

对于选择开通“厦门—盐
城—哈尔滨”航线，盐城民航站
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一条成熟
的航线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精心
培育才能稳定。”航线能不能长
期运行下去，关键看是否有稳
定的客源。

“厦门和哈尔滨都是旅游
热点城市，旅游客源可以分摊
一部分成本。更重要的是三地
之间的经济交流可以培育大量
的公商务客源。”上述工作人员
说。

对此，中国民航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临空经济
研究所所长曹允春认为，地方
政府一方面需要投钱给机场维
持运营，一方面又热衷修建机
场，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对速度
依赖越来越大造成的。“各地都
意识到，区域要切入到全球产
业价值链中，没有航空运输是
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地方会去考虑发展机场。”

盐城机场建成后，吸引韩资企业来投资，为当地引来了一个汽车城。

机场扩容

盐城机场的候机楼。

本报记者 寇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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