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东西直线距离 2400公
里，从最西边的额济纳旗，自驾前往最东边的鄂伦
春自治旗，要不眠不休地开 31个小时。这里地广
人稀，有的旗县也就一两万人，修建高速公路、高铁
的人均成本极高。

不过内蒙古地势平坦开阔、不用削峰填谷，修
建机场的难度、成本更低，且一趟航班几十、上百
人，正好满足当地百姓的出行需求。

“内蒙古的地理位置、空域环境、社会需求等，
都决定了飞机是出行最快捷、经济的选择。”内蒙古
机场集团董事长陈建军说。但2003年成立之初的
内蒙古机场集团，面对的却是地区经济欠发达、航
空运输市场疲弱、支线航空运力不足的发展桎梏。

“当时处于‘瘦田无人耕’的状态，航空公司不
看好内蒙古市场，不愿意将稀缺的支线运力投入到

这里。”内蒙古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郭金敏
回忆说。

那就自己干！2006年，内蒙古机场集团创造
性推出“模拟航空”，即不注册法人实体、不购买飞
机，而是以承包飞行小时的形式引进运力，由内蒙
古机场集团负责航线安排、市场推广，不仅变以前
的“被动等飞机来”为“我主动让飞机飞”，还解决了
航空公司自担风险的后顾之忧。这一举措成效显
著，运营一段时间后，航班、航线数量明显增多，也
让更多航空公司看到了内蒙古市场的潜力。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内蒙古支线航空
与干线机场呼和浩特之间的航线少、频次低、票价高，
大大制约了各盟市与首府城市的连通。2010年，内
蒙古机场集团推出“支线快线”运营模式，通过“小机
型、大密度、高客座率、低票价”的公交化、大众化运营

模式，实现支线机场和呼和浩特机场的当日往返。
干支线得以通联，支线机场之间互通的问题却

依然突出。比如，受限于内蒙古东西狭长，从锡林
浩特往东飞去临近的乌兰浩特，竟然要先从锡林浩
特飞到西边的呼和浩特，再从呼和浩特飞回乌兰浩
特，凭空多花机票钱不说，来回还多出一千多公里，
这样的“折返飞”成了旅客最头疼的事。为了让旅
途不再折腾，2021年 9月，内蒙古机场集团又推出

“支支通”，也就是开通支线机场之间的航线，由自
治区政府、两个支线城市按照“433”的比例，共同
贴补航班运行费用，航空公司竞相入场，目前已累
计开通“支支通”航线 31条。如今，从锡林浩特飞
乌兰浩特仅需50分钟、票价低至100元。

从“模拟航空”到“支线快线”再到“支支通”，内
蒙古民航业由小做大、不断做强。

陈建军自军队复员到内蒙古机场集团，从最基层岗位
一路走来，他见证并参与了内蒙古民航业的发展壮大。在
他看来，内蒙古机场集团能够做出被业界认可的成绩，关键
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和“大胆创新，敢
想敢干”的精神力量。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展示了发展的理
性与自信。

20年间，内蒙古机场集团领导班子几经更替，但集团
发展目标始终坚定，久久为功。从2003年集团领导班子开
始，便开启了属地化管理和企业化运营，用“模拟航空”破解
断航之困，并初步描绘未来蓝图；2009年，新上任的集团负
责人继续通过改革的方式破题，大力推行“支线快线”“干支
联动”战略，解决机票高价之难，开启民航大众化时代；如
今，在现任董事长带领下，“干支通全网联”全面推进，努力
打通航空运输最后一公里。

正是如此接续奋斗，成就了今天的内蒙古民航新局
面。目前，内蒙古运营的机场已达48个，形成了涵盖干线、
支线、通勤、通用机场在内的多层级机场管理体系，航线从

22条增加到 481条，通航点从 17个增加到 124个，内蒙古
地区人均乘机次数从 0.04次增加到接近 1.1次，提前实现
民航强国战略2030年的规划目标。

“大胆创新，敢想敢干”，模范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
的。

那顺得利格尔是呼和浩特机场飞行区管理部的一名驱
鸟员，在常人看来，无非就是放放炮、打打鸟。但那顺得利
格尔没有“躺平”，而是以严谨的科研态度不断改良创新驱
鸟技术，跟同事一起追踪鸟类行动轨迹，通过分析鸟类粪便
的指标变化论证不同驱鸟炮的效果，研究出人鸟共享蓝天
的生态驱鸟法，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核心期刊，申请了2项
发明专利。

在内蒙古机场集团，有大批像他这样的发明创新者。
在2021年起开展的“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
议”中，机场集团配套1000万元创新预算，创新成果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比如员工研发的“航空器除冰废液净化再利
用”项目，为全行业解决除冰废液问题“破冰”，得到了全国
总工会的认可和支持。

内蒙古机场集团工会主席章晖说，截至今年6月，内蒙
古机场集团已经累计申报创新项目994项，其中申报通过
知识产权106项。同时，机场集团通过在各类岗位中选拔

“首席”，为其配备最大的工作支持、最好的职业发展培训和
最优厚的薪酬福利，最大化释放“鲶鱼效应”，为事业发展储
备了长久坚实的人才保障。

除了集团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勇担当、善作为，内蒙
古机场集团的每一步发展，还离不开内蒙古各级党委、政府
和首都机场集团提供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

以“支支通”为例，当初很多人不看好，质疑是“瞎折腾、
乱花钱”，但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坚定拍板，自治区带头
拿出2亿元让机场试验，并宽慰道：“不要怕失败，谁能保证
每一次探索都成功呢？”随后，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发改委、
财政厅等迅速出台政策文件，各盟市政府投入真金白银，合
力助推“支支通”工作落地。

结果证明，内蒙古机场集团不负众望，短短两年“支支
通”航线全面开花，长期被压抑的支线旅客流量实现爆发式
增长。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民航飞出一匹黑骏马

人民航空为人民 服务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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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瘦田无人耕”到“改革试验园”

今日内蒙古，出门不骑马，飞机行八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内蒙古虽地处偏远、路遥人稀，民航业却异常发达，除了开车、乘高铁，坐飞机正成为当地百姓出行方式的主要选择之一。

更鲜为人知的是，支线机场发展试点、通用航空短途运输飞行小时数全国第一、5家百万级机场全部获评“服务质量优秀机场”……内蒙古民航业屡创全国试点、行业第一。

然而，2003年成立之初的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机场集团）甚至面临“断航之困”，运力短缺、旅客吞吐量少、区内通航不畅等难题不断。20年间，内

蒙古民航业如何在困境中谋发展，如何跳出当地限制做到行业标杆，到底凭什么打开了新天地？

□魏婧宇 安路蒙

内蒙古民航业20年跨越式发展观察
飞出“加速度” 打开新天地

无纸化通关、中转旅客“一票到底”、刷脸查询航班
……走进以呼和浩特机场为代表的内蒙古大小机场，旅
客亲身体验到的这些人性化的服务，早在五六年前就已
经在探索和实践。

然而，始终保持领先绝非易事。现如今，经历旅客
吞吐量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民航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
时期，机场运行保障的成本压力和员工人数与日俱增，
旅客对民航服务的要求也更高。

面对新常态，内蒙古民航人没有停歇，率先开启从
经营型向管理服务型的体制改革。陈建军说：“人民航
空为人民，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为旅客服务的问
题，服务的问题仅靠抓服务是不够的。破解之法要从发
展中去找，从管理中去找。”

赤峰机场借投运新航站楼的契机，率先开始转型，
将部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安全关联度低、市场竞
争充分的航空保障业务进行市场化、专业化探索。“通过

招标采购，目前值机、行李查询、旅客服务等岗位已经交
由外包公司保障。”时任赤峰机场总经理杨云飞说。

与此同时，赤峰机场细化特殊旅客群体，推出一系
列创新服务产品。在特殊旅客服务专区，外包公司派驻
机场值机服务部的现场经理姚佳兴正引领一名无陪儿
童落座，提醒她收好身份证，并在手机上跟家人报平安，
然后他拍下孩子候机的照片发给家长，一招一式尽显专
业。

“机场可能只有一家，但合约商可以不断优中选优，
保持良性竞争状态。”在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执
行委员会副主任罗彤看来，经营外包解决了机场服务长
期缺乏市场化竞争机制的问题，是新发展阶段民航服务
业转型发展的破题之举。

杨云飞深有同感，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思维转
变，正让机场迎来新面貌。转型后，赤峰机场收到了上
百封旅客表扬信，同时值机时间缩减 20%，外包服务费

较原有人工成本支出下降了近三成。
在赤峰机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呼和浩特机场

作为内蒙古机场集团最大的枢纽机场，也开始推行
管理转型。“呼和浩特机场计划用两年时间实现
地服业务的全面管理创新，力争成为全国干线
机场中的管理型机场标杆。”呼和浩特机场党
委书记孟令民说。

20年来，从干线、支线到通用航空，从
“我不如人”到“行业标杆”，内蒙古民航
人始终坚持“人民航空为人民”，不断
改革创新、接续奋斗，畅通区内空
中血液循环，加速祖国北疆地
区的资源要素流通，有力保
障了民族团结、边疆稳
定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