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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云卷云舒。通航40
年，如今“厦门机场”这一名词有了
新的延展——2022年，厦门翔安机
场全面开工，项目将围绕“空”“侨”

“港”“台”四大优势，着力打造“四型
机场”新标杆，为新征程特区建设创
造新发展机遇。这是一项策划酝酿
多年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更
是一项纵深推进“提升本岛、跨岛发
展”重大战略的百年工程。

如今，从空中俯瞰厦门翔安机
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
如梭，一派繁忙景象。依照“一个
主航站区、两端进场、三座航站楼、
四条跑道”谋划……一项项细分规
划与精准定位，蕴含着机场项目建
设总基调——高起点、高标准。如
果说厦门机场是“从无到有”的开
拓，那厦门翔安机场则是“从有到
优”的迈进。

“每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都需
要奋斗精神的滋养。希望同事们继
续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干，奉献自己
的力量，为厦门机场乃至今后翔安
机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翔业集团退休职工王文艺表
示。

新发展、新阶段。2023年是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翔
业集团深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紧迫感，全面吹响提速增效的

“冲锋号”，巩固提升片区良好发展
势头，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

上下齐心、全力以赴、攻坚克
难，当前，翔业集团作为翔安机场片
区以及翔南综合保税区的开发主
体，牵头各项开发建设工作，全面加
快实施。翔业集团将从建设运营

“城市机场”向建设运营“机场城市”
方向转变，力争将厦门翔安机场片
区打造成为港、城、人、贸、产、游等
一体化的多能级区域，助力构建以
厦门为枢纽、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
供应链网络，为厦门打造新发展格
局节点城市提供重要支撑，为特区
民航再次腾飞铺就新航路。

筑梦远航 振翅翱翔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昨日迎来通航40周年

迎风启航四十载，拓路苍穹尽翱翔。昨日，特区地标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简称“厦门机场”）迎来了通航40周
年。为此，相关庆典活动在厦门机场T4候机楼同期举
行，多家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共同为厦门机场“庆生”。

40年前，1983年10月22日，一架中国民航的三叉戟
客机从厦门机场腾跃而起，厦门民航发展的序幕就此拉

开。从一座航站楼、一条跑道，到航线网络覆盖全球、年
客流量超过2700万人次的空中门户……春华秋实，“海
滨小航站”向“国际大空港”的华丽转身，编织着厦门机场
不忘初心的民航强国梦。

起于机场，志在八方，领航特区民航发展，厦门机场母
公司翔业集团迈进的步伐从未停歇。秉持“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特区东部，翔业集团续写着
“民航强国梦”的新篇章——195个机位的站坪、2条远距跑
道、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年（一期工程）……在市机场片
区指挥部统筹指导下，锚定2026年通航目标，厦门翔安机场
即将带着“翻一番”的航运体量，为打造国际一流航空枢纽注
入新动能，为特区高质量发展筑梦新航向。

“延绵滩涂地，迎面吹海风”。对于
上个世纪中叶厦门高崎的景象，“老厦
门”们记忆犹新。历经40年沧海桑田，
这片土地“摇身一变”，成为特区乃至我
国沟通五洲、对话世界的重要门户。

“厦门人自己的机场”这一概念，最
早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彼时，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正式拉开序幕，时代浪潮
滚滚向前，开拓特区的空中腹地已成刚
需。可是，对于“羽翼未满”的特区来
说，建设机场难度可谓是“天方夜谭”。

“1981年建设厦门国际机场的有
关报告正式获批。经过估算，建设资金
要人民币近1亿元。当时特区的年财
政收入仅有约1.8亿元，要拿出市里约
一半财政收入建机场，难度很大。”厦门
国际机场（厦门机场曾用名）原副总经
理王泽源的回忆道。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在困难面
前，厦门机场建设者不等不靠，在这片
改革的热土上，闯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建
设机场的先河。在国家相关部委明确
支持厦门经济特区可利用外资修建机
场的背景下，机场建设者积极对接科威
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获得了科威
特约2100万美元贷款。

一年零九个月，机场建设者在海天
之间，开辟了一座拥有2150米跑道、2.4
万平方米停机坪、6300平方米候机楼
的特区空中门户，以整体用时不足当时
国内建设标准机场三分之一的成绩，诠
释了特区速度。

1983年10月22日，厦门机场投用
后的首班班机起飞，中国民航三叉戟客
机从这里扶摇而上、划破长空，厦门机
场的改革先行之路也从这里正式启航：
国内第一个用“国际”冠名的机场；第一
个下放地方政府实行属地化管理、企业
化经营的机场；第一个依靠企业自筹资
金进行大规模扩建的机场；第一个开通
第五航权的机场……通航40年、多项
第一的开拓之举，由厦门机场孕育的

“特区民航经验”，如今已成为在新中国
民航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从“小航站”到“大空港”，厦门机场的发展速度
让人惊叹：1983年正式通航到晋级年客流“千万
级”机场，厦门机场用了 19年，而从“1000万到
2000万”的跨越，仅仅只用了5年时间。

厦门机场客流增长的加速度，彰显着厦门机场
运行规模及保障能力新的历史跨越，更反映了厦门
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和综合实力。目前，厦
门机场已与境内外127个城市通航，开通179条航
线，形成了覆盖中国大陆各主要城市及港、澳、台地
区，连接东南亚、东北亚，通达欧、美、澳三大洲的航
线网络，成为厦门与世界交流的窗口和桥梁。

数据统计，2019年厦门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
到2741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达33万吨、飞机起
降19.29万架次，是国内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

超2700万旅客吞吐量是什么概念？每天七八
万人次的机场进出港旅客相当于一个小县城的人
口，在机场运行高峰时刻，不到2分钟即起降1架次
飞机。更有一种形象的比喻：厦门机场如今的年旅
客吞吐量，相当于让500多万的厦门常住人口一年
坐五六趟飞机。

据国际机场协会（ACI）发布的数据显示，每
100万航空旅客可为周边区域创造1亿-3亿美元
的经济收益和2500个就业机会。以此计算，近年
来，年旅客吞吐量超2700万人次的厦门机场，间
接为特区创造了近7万个就业机会和约54亿美元
的经济效益，区域乃至城市经济的“发动机”，名副
其实。

立足新征程，以机场产业为起点发展壮大的翔
业集团正加快投资业务升级与拓展，以“客货流量
价值开发”和“港产城一体化”为模式，着力发展机
场业、物流与供应链、旅游酒店、临港经济片区开发
运营管理四个板块，聚焦高质量推进一流的现代化
国际化航空枢纽建设和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建
设，持续为区域航空运输发展提供广阔平台，成为
特区社会经济新一轮腾飞的一股中坚力量。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推动着经
济融通、人文交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
村”。航空则是现代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
延伸出的航空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产业，在
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就业、促进民生福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悉，随着本月底厦门-多哈航线开通，厦门机
场联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线数量将增至20
多条，10年来服务共建国家旅客往来多达1200万
人次。

世界航空百年，合作共赢是其发展的根本逻
辑。作为“空中丝路”重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翔
业集团主动张开怀抱，积极在全球的舞台上寻求
合作共赢。

立足“一带一路”提出10周年这一节点，近
日，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柬埔寨暹粒吴哥国
际机场通航运营，这标志着翔业集团首个海外机
场咨询项目正式落成。凭借在机场运营筹备和运
营管理方面积累的成熟经验，翔业集团组织骨干
力量，在吴哥国际机场运营筹备阶段和运营管理
阶段分别开展咨询服务，针对运营筹备和运营管
理方案提出审核意见和优化建议，打响了翔业品
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影响力。

“航线的开通有效推动了厦门机场货运市场
的发展，助力了厦门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打造。”
翔业集团表示，未来集团将踔厉奋发拓展航线，全
方位推动厦门机场客货运市场高质量发展。

除了深耕“一带一路”，翔业集团还积极融入
世界航空产业链，坚持共享发展，已形成多元化、
多种经营的国际化发展格局。2023年中国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前夕，翔业集团率先奏响招商序
曲，临空经济片区招商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
投资、基金、航线等多个类型以及民航信息化、国
际客货运航线、物流产业园等多个载体，预计产值
达2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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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单位
相关人员及
社会各界代
表参加厦门
机 场 通 航
40 周年庆
祝活动。

◀翔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
事长苏玉荣
（左）与元翔
厦门空港党
委书记、总经
理朱昭（右）
共同为厦门
机场“时光博
物馆”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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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厦门机场全
年接待旅客
量 突 破
2741 万 人
次，成为国
内最繁忙的
单 跑 道 机
场。图为厦
门高崎国际
机场 T4 航
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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