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机夜晚起降滑行，得靠人力摆
放煤油灯；等候飞机的候机室只是一
个搭建在荒滩上的简易草棚；警卫人
员不够，常有附近村民赶着牛羊到机
场吃草……从1984年10月8日，烟台机
场正式通航至今，已经历了近30年。如
今，被命名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的新
机场也将于12月正式启用。这30年来，
烟台机场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机场如
何从一片农田洼地变为现在的新景
观？本报记者采访当年机场建设的参
与者和亲历者，带您重温那片光辉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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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
这些年烟
台机场的
变化和发
展 ，现 任
飞行服务
科副科长
的盛春子
滔 滔 不
绝 。 本
报记者
苑菲菲
摄

刊头题字/报道顾问：杨金镜

烟台空港开航时使用的安-24型客机和简易候机室。 (资料片)

大干两个多月

烟台终于通航了

1984年6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
准烟台建立民航站，军民合用莱山机场。半
个月后，也就是7月初，在临近莱山机场的
一片农田洼地上，烟台空港建设悄然展开。
高德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山东省民航
局调到烟台机场的。当年42岁的高德成，也
和其他七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一
起，成了烟台机场的首批员工。

“完全没有什么准备时间，白天接到民
航局的调令，晚上就带着行李上了火车，第
二天早上就到了烟台。”高德成还记得，当
时去毓璜顶宾馆吃了顿饭之后，就被安排
到了仓库里暂住，七八个人一个大通铺。因
为条件不好，建民航站困难多，为了吸引人
才，烟台机场提出可以把家属也接到烟台，
给家属解决落户问题，后期还可以帮忙解
决住房问题。来参与民航站建设的人也渐
渐多了起来，从七八个人，一直到烟台通航
时的43个人。

从建设到通航，中间只隔了不到3个月
的时间，一切都很匆忙。“那原本是个海军
机场，给民航用，去的时候对方也不太乐
意，飞机起飞落地的问题、航线的申请等
等，都得解决。”高德成当时负责办公室的
工作，办公室只有他和助理俩人，整个机场
的水电暖、财务、大家的吃饭等问题，他们
都要负责。

在那段日子里，烟台民航人和参与空
港建设的人们根本就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
的概念，“一切为了烟台通航，白天干完晚
上干，有时候得连轴转。”高德成说。就这样
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多月，1984年10月8日
上午8点，烟台通航了！而当时的候机室、宿
舍等能看得到的房子，都是在荒滩上临时
搭盖的草棚。

除夕夜，烟台获批扩建机场

生活条件差、人员紧张，在当
时的烟台民航人看来都是可以克
服的，但机场跑道短、薄、设施差，
却是他们无法解决的，但又是必
须解决的问题。经过技术考查，始
建于建国初期的莱山机场，跑道
短、薄，已到了使用极限，不仅对
飞行安全不利，而且根本无法起
降大、中型客机，已越来越不适应
烟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
求。

怎么办？只有扩建机场！建机
场必须国家批准，国家要立项。意
见确定之后，时任烟台市市长的俞
正声多次带人到北京去，向国家计
委申请机场建设的批复。可当时开
放城市都在建设机场，竞争比较激
烈，国家控制比较严格。

“烟台的腹地不够，国家计委
不想批复机场建设项目，但当时烟
台市委市政府已下决心要建设机
场，要求相关人员坚决将这个项目
拿下来，争取国家立项！”时任烟台
市副市长的杨金镜给分管机场的
烟台市建委领导李东序下了死命
令，在1988年春节前，必须把机场
这个项目的立项争取下来。

当时分管争取项目的是烟台
建委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杨金镜
称他老王。接到死命令的李东序又
给老王下了死命令，当时李东序对
老王开玩笑地说，线路要是跑不下
来，就不用回来过年了，在北京过

年吧。
杨金镜说，老王没将这句话当

儿戏，确实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跑
项目的。除夕那天，他还在国家计
委楼上。三楼是主任办公室，老王
站累了，就在走廊上拿张报纸铺在
地上，坐在走廊上等。当时分管这
项投资工作的主任姓甘，老王跑这
个项目跑了很长时间了，和甘主任
熟悉，就想等着甘主任下班，和他
再说几句。当天下午5点，甘主任终
于下班了。当时天已经黑了，甘主
任走到走廊时，看到前面有个人坐
在地上，吓了一跳。走近一看，居然
是烟台的老王。当时甘主任很奇
怪，问老王说，怎么过年了还不回
家？老王当时对甘主任说，“市长说
了，项目批不了，不让我回家过年
啊。甘主任这个事多费神，就给烟
台批了吧。”杨金镜模仿老王的语
气说起来，甘主任非常感动，让老
王赶紧起来，马上回家，并且答应
他，项目过了春节就给批。

“李主任，项目批下来了！甘主
任说了，过了春节就给批！”老王在
电话里激动地说。李东序问老王在
哪，老王说正在北京的车站，马上
就坐火车回烟台。

李东序立刻向杨金镜报告。
“当时是除夕，我听了后非常感动，
我跟李东序决定大年初一的早上
去车站接老王，陪老王补吃除夕夜
的饺子。”杨金镜说。

吞吐量从每年50万人次增至360多万人次

1988年7月5日，一架载客142人的MD-82

型客机在扩建后的烟台空港着陆，这是中
国东方航空公司成立后，新开辟的第一条
航线：上海-烟台-广州航线的首航班机。

到1991年7月，7170平方米的候机楼，
1718平方米的航管楼，3400平方米的宾馆、
办公楼、职工食堂、宿舍等飞行保障、辅
助、服务设施先后完工。不久，又修建了国
际候机楼。烟台空港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
世人面前，成为烟台市的一处新景观。

作为高德成的同事，盛春子当时的工
作科室是机场的飞行服务科，现任飞行服
务科副科长。在他刚参加工作那年，航空
公司首次在烟台设置了基地。1996年，东方
航空开通烟台直飞首尔(当时的汉城)的航
班，开始是旅客包机，每周一班。到1997年
时就变为正常航班，每天两班。“那时威海

还没开通飞韩国的飞机，而在这两个城市
的韩企又特别多，所以这条航线的旅客很
多。不少上海的旅客也因为票价便宜，专
门从上海飞到烟台乘坐这趟航班。”说起
当时的情景，盛春子很是自豪。

2005年，山东航空在烟台机场成立了
基地，放了3架波音737。2008年12月份，烟台
机场启用了新修建的3200米长的跑道，以
前2600米的老跑道成了滑行道。而这一举
措，也解决了烟台机场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的问题，让烟台机场成为山东省首个可以
起降波音747的机场。

盛春子说，1994年时，烟台直飞的城市只
有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济南等10个城市，年
吞吐量也只有50万人次。到如今，烟台机场已
经开通了直飞35个城市的航班，2013年的吞吐
量也达到了360多万人次，客流量越来越多。

80多盏煤油灯

“客串”跑道灯

当时烟台的民航站是过路站，上海飞
北京转烟台的，首架出现在民航站的飞机
是银灰色的安-24型民航客机，每周来回两
趟。烟台在没有空港的港口城市中率先开
通了航空，结束了解放35年来没有空港的
历史。

据介绍，第一个航班的乘客，都是被邀
请来试航的。当客机滑上停机坪后，烟台市
委、市政府领导，民航山东省管理局领导和
机场海航领导，以及烟台有关部门的负责
人，立即走上停机坪，与曾经多次担任过周
总理专机机长、时任民航上海管理局局长
的袁桃园及有关人员握手。

当时民航烟台站人少，只43人。航班一
到，全站人都自觉到停机坪，帮助装卸货
物、行李。候机室服务员只有三个从外面招
来的女青年，她们什么都干，打扫室内外卫
生、端茶送水、扶老携幼、接送旅客上下飞
机……

“那会儿大家根本没有什么这是你的
责任，不是我应该做的这种念头，只要眼睛
看到的，就会想办法去处理。”高德成说，当
时的各类人员陡然紧张，尤其是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缺额很大，一个人要兼做多种工
作。有时遇到天气不好，还得工作到深夜十
二点，甚至干一通宵，第二天还得照常上
班。但整个机场工作，一切都在超负荷中实
施，一切又在任劳任怨中有条不紊地落实。

由于空港的建筑、设施都是临时性的、
简易的，机场滑行道通往停机坪的简易滑
行道没有安装滑行灯，每当有夜航飞行时，
必须得派人去摆马灯。马灯就是煤油灯，有
玻璃灯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高德成和另
外两名办公室人员身上。有飞机开进来时，
三个人就拎着八十多盏煤油灯摆放到滑行
道两侧，为飞机指路。等夜航结束后，再把
煤油灯收回来。

那那时时，，用用煤煤油油灯灯照照跑跑道道，，草草棚棚当当候候机机室室
近30年过去了，如今的烟台机场旧貌换新颜，已开通了直飞35个城市的航班

烟台要开放

必须建民航

“境内交通古时陆路有驰道，秦皇汉
武曾来境内巡游。自唐以后，海运兴盛，与
陆路交通互为促进。”《烟台市志》中的一
段记载，表明了烟台在古代时优越的陆运
和海运条件。

而在空运方面，有关烟台机场的规
划，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过。
可当时国内外形势不允许，国内经济建设
特别是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
方农业大面积减产，甚至颗粒不收，全国
性的大饥荒出现了。

在国外，苏联对华态度180度大突变，
单方面撕毁了援华全部项目的合同、协
议，撒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
带走了全部援华项目的技术、设备资料，
并终止了对华航油的出售。中国的经济建
设遭到惨重损失和破坏，许多建设项目不
得不停建。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烟台的
机场规划和筹建工作也不得不停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民航的
航空网络中，烟台仍是一个“空白”。没有
自己的机场，成了烟台的憾事。烟台有不
少拳头产品，可要是想把这些产品打入国
内乃至国际市场，让更多的人了解烟台，
到烟台来旅游、投资，就得有机场，可烟台
什么时候才能有民航班机？许多烟台人心
中都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
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烟台被列为
其中之一。这对烟台来说，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烟台以迎接挑战的新姿态，跻身到
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行列。进出烟台的人
几倍、十几倍增加，且势头越来越猛。可没
有机场，许多想到烟台投资的华侨和外国
友人，不得不改变投资计划，而打算来烟
台旅游的人们，也因路途遥远，只得变更
旅游路线。

怎么办？不想受限于这方面的束缚，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空港。“烟台要开放！必
须建民航！”这是当年胶东人和民航人的
心声。

11999911年年，，烟烟台台市市荣荣获获““全全国国双双
拥拥模模范范城城””称称号号，，成成为为全全国国首首批批十十
个个双双拥拥模模范范城城之之一一。。多多年年来来，，全全市市
军军地地各各级级不不断断丰丰富富双双拥拥内内容容、、创创
新新活活动动方方式式，，有有力力推推动动了了经经济济社社
会会的的发发展展。。至至今今，，烟烟台台市市已已先先后后77

次次荣荣获获““全全国国双双拥拥模模范范城城””称称号号。。

如今已退休在家的高德成，回忆起当年民
航建设情景时依旧感慨良多。 本报记者 苑
菲菲 摄

现在的烟台莱山国际机场。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一切为了烟台通航，白
天干完晚上干，有时候得连轴
转。”

“那会儿大家根本没有
什么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
应该做的这种念头，只要眼
睛看到的，就会想办法去处
理。”

——— 高德成

“成立这个管制室需要达
到一个硬标准，就是机场每年
起降架次达到三万五千架
次！”

——— 盛春子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工人们热
火朝天地干了
两个多月，1984

年10月8日上午
8点，烟台通航
了！当时的烟台
民 航 ，煤 油 灯

“客串”跑道灯，
候机室是临时
搭建在荒滩上
的草棚，条件十
分艰苦。经过近
30年的发展，如
今的烟台莱山
国际机场，已是
旧貌换新颜，开
通了直飞35个
城 市 的 航 班 ，
2013年的机场
吞吐量也达到
了 3 6 0 多 万 人
次，客流量越来
越多。

数读烟台机场
1984年，烟台机场正式通航。1985年，航空客运量及货运量首次进入烟台市的统计数

据。从此，烟台又多了一项统计内容，打破了以前的空白。
作为一种快速高效的交通工具，30年来，飞机载着众多外地人来到烟台，也带着大量

烟台人走出去。在提供便利的同时，机场客货运量的变化体现出烟台发展的速度和对外交
流的频率。

烟台新机场将在今年底启用

随着航线增多，烟台空管行业也发生
了质的飞跃。2013年4月，烟台成立了进近
管制室。“民航总局正式批复，成立这个管
制室需要达到一个硬标准，就是机场每年
起降架次达到三万五千架次！”盛春子说，
在全国地级市机场中，烟台机场是第一个
成立进近管制室的机场。

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机场的塔台
也由以前的人工变成了现在智能化雷达
监控，“正确说是雷达监控下的程序管制，
以前是由工作人员来判断飞机间隔多久
是一个安全距离，现在通过雷达能直接看
到飞机之间的距离，更安全。”

航线的开通让烟台和其他城市的交
流更为频繁，烟台经济的发展也日新月

异，市民手头有了钱，又在另一个层面推
动了机场的发展。

“以前坐飞机的人多是出差、商务，都
有单位报销的，现在机场的乘客主要以普
通市民为主。”盛春子认为，飞机通行的航
线越来越多，吸引的投资的机会就越来越
多，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位于蓬莱的新机场在2014年
12月就会开始启用了，军民合用机场将
成为历史。更多的航线将出现在烟台的
上空，烟台民航人肩负的责任也将更
大。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机场变化体现
城市发展，烟台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
着转变。

机
场
客
货
运
量

2012年

158 . 6万人

20903吨

2011年

134 . 1万人

23530吨

制图：武春虎

当年，时任烟台市副市长的杨金镜给分管机
场的烟台市建委领导李东序下了死命令，在1988

年春节前必须把机场扩建的立项争取下来。 本
报记者 陈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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