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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手势含义丰富

在乘客看起来十分可爱
地挥手，对于机务维修人员而
言，则是无数次的仔细检查，
他们是守护机场的幕后英
雄。“我们的工作包括地面日
常检查、放行飞机、观察障碍
物、飞机附近有无危险等内
容。”苗晟说，飞机是否有鸟击
裂缝、有无渗漏液体，发动机
启动有无风险等也都是他们
的任务，工作必须十分严谨。

通常，25分钟的例行检
查是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
关，每次绕机检查项目就有
100多项，每检查完一项，苗

晟都要在工作单上仔细确认
并签字。有一次，苗晟在飞
机即将起飞时发现，发动机
下方有火星冒出并发出异
响。“当时推测可能是小石子
掉进涡轮，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导致发动机叶片打坏。”
苗晟第一时间告诉机组情
况，并让机长停止发动机，紧
接着，飞机进入检查和维修
环节。虽然这趟航班延误了
4小时，但及时发现了隐患，
保障了乘客的安全。

7月以来，苏南硕放机场
旅客吞吐量突破60万人次，

高峰日超3万人次。截至目
前，苏南硕放机场已累计开通
北京、深圳、广州等国内客运
航线62条，恢复芽庄、大阪、
首尔、香港、澳门5条国际（地
区）客运航线，日均客运航班
213架次。暑运期间，中午时
段是机场航班进出港的高峰
时期，机务人员的工作时间要
跟着航班走，忙碌起来常常顾
不上吃饭。“虽然一直在户外
奔波很辛苦，但能保障飞机上
乘客的安全，付出再多也觉得
值了。”吴星宇说。
（晚报记者 蔡佳/文 李霖/摄）

飞机从机位推出准备滑行进入跑道，身穿制服和反光背
心的2名地面工作人员向旅客挥手告别。此前，这一幕上了热
搜，网友直呼“被可爱到了”，并亲切地称其为“飞机拜拜员”。
事实上，“飞机拜拜员”的真实身份是机务，也叫飞机维修工程
师。夏天烈日当头，正值暑运高峰，记者探访了这群高温下坚
守的“飞机拜拜员”，看看他们如何为航班的正常运行和旅客
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高温下坚守的“飞机拜拜员”：

不只仪式感，挥手背后有上百项检查

上午10点50分，户外烈
日灼灼，一架从无锡飞往营口
的航班即将起飞。在苏南硕
放机场停机坪上，机务人员吴
星宇和苗晟已到停机位，他们
熟练地给飞机拔去转弯销。
完成这一操作后，苗晟比划了
一个飞行员滑出手势，吴星宇
双手高举一条红色飘带，告知
飞行员转弯销已拔出，可以安
全滑行。当飞机滑出停机位
进入跑道，两人并排站齐，动
作整齐划一挥手致意，向准备
滑行的飞机说“拜拜”，很快，
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行并顺

利起飞。
吴星宇是一名“机务新

兵”，去年大学毕业后加入苏
南硕放机场，工作刚满一年。
苗晟则是一名“老机务”，工作
已有15年，勤务、维修、放行
样样通。这对“新老搭档”马
不停蹄地穿梭在不同的机位，
进行例行检查和接送飞机。

“由于飞机在进港过程中噪音
较大，机务人员佩戴有耳塞，
无法通过语音沟通，手势就成
了信息传递的方法。”吴星宇
说，加上机身庞大，处在驾驶
室内的飞行员无法观测到地

面情况，需要看机务人员的手
势来判断行驶状态。

“拜拜”手势除了表示再
见，也代表机务人员向机长示
意——飞机状态安全、附近没
有障碍物可以滑出起飞。同
样，飞机进港时也有很多专用
手势。“飞机即将靠停机位的
时候，我们挥舞手中的指示
棒，如举哑铃一般的手势就是
在指挥飞机前进。”吴星宇一
边比划一边说。当飞机停至
指定位置后，他们做出“抹脖
子”的动作，代表飞机可以关
闭发动机。

送走飞往营口的航班没
多久，一架从长沙飞往无锡
的航班即将进港，来不及休
息，苗晟又赶往19号机位。
中午是停机坪上最热的时
候，地表气温超过了50℃，他
们围绕着机位一边走一边检
查，不到2分钟已满头大汗。

刚刚落地的飞机，有一股
强大的热流，与地面高温形成
一个“高温蒸笼”。飞机停稳
后，苗晟开始对飞机进行细致

的绕机“体检”。他的工作绝不
是挥手告别那么简单，不仅需
要精通飞机的各个系统和工作
原理，能排故障会维修，还要在
特定时段对飞机执行检查维
护。大多数时候，他的工作都
是在飞机还“喷着”滚滚热浪的
时候展开。“发动机这个区域是
我们平时工作中感觉最难熬的
一个地方。”苗晟说。

记者跟随苗晟绕机检查，
一下就感受到了“热浪”的威

力。停机坪是光秃秃的水泥
地，周围没有任何遮盖物，加上
刚落地的飞机发出的阵阵热
气，温度直线升高，仿佛置身

“火炉”之中。在空调排气口、
飞机尾喷口处，因为有热气排
出，如果在这些地方待上一会
儿就会有明显的灼痛感。脚踩
滚烫的停机坪，头顶炙热的烈
日，一个人平均一天要保障十
几个航班、走上几万步，就是机
务人员夏天的日常。

追拍追拍““农事农事””是莫妍坤驻村时热衷的一件事是莫妍坤驻村时热衷的一件事。。

在田埂上、在农村
路边、在农户房前……
镜头里的她形象可亲、
气质出众，她叫莫妍
坤。网络上很多人是通
过她的视频知道了江阴
市长泾镇有个蒲市村
——新四军六师师部曾
经驻地在这里，如今被
中组部定为“红色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我能
做的，就是发挥自己新
闻媒体人的优势，用眼
光和行动力来为蒲市村
建设发展出谋划策。”

2021年 9月以前，
莫妍坤是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融媒体新闻
中心直播部主任。之
后，江苏省委组织部从
省级单位选派100名干
部去乡村做驻村第一
书记，助力乡村振兴，
莫妍坤就是那时被派
往江阴市长泾镇担任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蒲市村驻村第一书记，
为期2年。到村里没多
久，她新闻人的眼光就
开始发挥作用了：她拍
摄的村民老夏家酿制
米酒过程，在短视频平
台一下子就火了，从
此，她的 Vlog 成了蒲
市村的外宣平台。“蒲
市村里来了位‘网红书
记’。”消息不胫而走。

在莫妍坤看来，驻村
第一书记不是一个简单
的称呼，而是一份使命、
一份担当。“创业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所以驻
村第一书记自身要加强
农业专业知识学习，加深
对农村政策
的理解，利用
自己所擅长
的领域助力
乡村创业，为
老百姓谋福

利，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我驻村以来，最满

意的是为蒲市村做好了
‘大米文章’。”莫妍坤从
事新闻工作已20年，之
前采访过大米种植专家、
大米产业研究专家，比如
江苏省水韵苏米产业研
究院院长王才林、溧阳种
植专家王松林，她先请来
这些专家出手，从育秧、
插秧到日常田间管理进
行技术指导，助力蒲市村
原先散户种植的大米提
升品质。接着，她请来东
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
的教授团队为“蒲市大
米”进行品牌视觉设计。
从此，长泾镇又多了款叫
得响的土特产。这期间，
她拍摄短视频记录下“蒲
市大米”生长的重要节
点，在短视频平台上播
出，成功造势。以此为基
础，春天“开镰节”、夏天

“插秧节”、秋天稻田马拉
松、冬天围炉听雪等丰富
多彩的田间活动逐一开
展，蒲市村热闹起来、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

眼下，莫妍坤和村
里人集思广益办起了蒲
市村村级合作社、开始
了电商销售渠道运营，
案头的工作日程也越排
越紧：今天是碰头项目
对接人，明天是与承接
单位谈判，看图纸、跑现
场、通电话、微信长聊
……“‘红色美丽乡村’
建设的推进，还有很多
事情要做，我的驻村时
间不多了，更得抓紧。”
她说。 （何白）

“蒸笼”里为飞机把脉

守护机场的幕后英雄

她在江苏省台工作20年
今成“网红书记”

这位新闻人
助力乡村更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