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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桂冠”再起航
“十三五”期间，桂林一跃成为区域交通枢纽，越来越多的游

客通过桂林辐射的航空网络，在几个小时内就能身处山水之间。特
别是在 2018 年 9 月，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启用，桂林人从
这里出发能飞得更远，更多游客能快速飞抵桂林。

在机场工作了 34 年的刘健亲历了桂林航空业的时代变革，他更
期待在下一个五年里，桂林能借助航空事业的发展飞得更高更远。

“十四五”期待走过“十三五”

作为第一批进入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工作的刘健清楚地记得，桂林民航业经
历了多次更迭。

在两江机场启用之前，桂林民用航
班的起降都在奇峰岭机场完成。这是一
座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机场，在
1970 年 2 月民航复航桂林后，一直为
军民合用。

直到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1996 年 10
月 1 日建成并投入使用，桂林拥有了全
新的民用机场。此时的机场占地面积
406 公顷，投入使用的 T1 航站楼共计
5 万多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500
万人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桂林旅
游的蓬勃势头，机场的航线航班连年增
长， T1 航站楼即将达到设计容量。

为了满足桂林航空运输的发展需
求，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航站楼及站坪配
套设施扩建工程于 2015 年动工。
2018 年 9 月 T2 航站楼及配套设施建
成，总投资超 30 亿元。

“虽然 T1 和 T2 相距只有几百
米，但设施、软件和功能已是划时代的
区别。”刘健说， T2 航站楼在 T1 航
站楼的南侧，以桂北民居和龙脊梯田为
灵感，形成“山水桂冠”造型，主要由
中央大厅和南北两侧的指廊组成，共计
10 万平方米，扩建 40 万平方米的站坪
及滑行道，几乎是目前 T1 的 2 . 5 倍。
楼内设施和功能以“平安、绿色、智
慧、人文”机场为理念设计，充分体现
了航空运输快速、高效、人性化的高质
量、高品质。

从 T1 转场到 T2 工作的刘健，对
新航站楼的感受特别深。“在 T1 下班
之后，常常会眺望 T2 的样子，看着它
从几根骨架到全新亮相，特别让人期

待。”
曲面为山，流线为水，远观 T2 宛

若一顶“桂冠”。连续起伏的建筑形
态呼应了秀丽的桂林山水，这种外部
形态亦在建筑内部形成了高低连续变
化的空间节奏。透过机场的玻璃幕
墙，独特的山形景观又映入眼帘。

在 T2 工作，刘健的另一个直观感
觉是“舒适”。在很多外地旅客眼
中，桂林机场算不上是国内一线的豪
华机场，但人性化的服务和措施让机
场有口皆碑。“值机岗位是旅客乘机
出行接触机场的第一道服务环节，我
们作为值机员感觉到 T2 值机设施的现
代化和自动化，不仅让我们提高了工
作效率，更让旅客缩短了等待时
间。”

这其中不仅有人的服务，更有智
能化的机器帮忙，桂林机场安检无纸
化通关实行以来，大受旅客欢迎。旅
客可以自助打印登机牌，自助托运行
李，通过手机值机，扫码过安检，可
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码上登机”。
此外，先进的行李自动分拣系统大大
提升了行李分拣速度，下飞机的旅客
行李“立等可取”。

桂林民航人与 T2 航站楼的配合也
在一次次大考中磨合。在 T2 投入使用
后， 2018 年“十一”黄金周和 2019
年春运接踵而至，新候机楼的优势显
现无疑， 4 个值机岛 64 个值机柜台，
22 条安检通道，大大缩短了旅客值
机、安检的等待时间。遍布全国的国
内航线和通向东盟等地的国际、地区
航线，让桂林新的空港有了用武之
地。启用至今， T2 航站楼已接待国内
外旅客超过 1400 万人次。

桂林立体交通的“关键拼图”

随着 T2 航站楼启用，桂林机场
服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构筑起了桂
林空中交通新优势。可以说，未来的
五年，桂林连接全国各地的空中桥梁
已经搭建完毕。

航空事业的发展，让桂林扩大了
“朋友圈”，如以交通基础设施的大
发展快速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不
仅能带来更多的旅游客源，也能多方
位促进经济发展。由此继续聚焦主
业，桂林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
优化网线网络，培育国际航空市场，
加大对本地航空公司的帮扶，开发出
更多的航空快线，以发挥“一带一
路”的政策红利。

刘健期待，围绕桂林两江国际机
场的各种配套设施能够更加完善，让
桂林有更好的交通支撑。

今后，来往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将
有第二通道，轨道交通、城际客运专
线、航空、机场内部交通系统等多种
运输方式将在这里形成一体化网络。
不同方向、不同方式的客流能够在这
里实现快速、高效转换，最大限度方
便乘客。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的定位是国家
重要的旅游枢纽机场和重要的区内枢
纽机场。“十三五”期间建成的 T2
航站楼，主要建设航空通道与航站区
两方面。今后以建设陆航换乘中心为
目标，将临苏路打造成机场与临桂
区、老城区交通联系的第二通道。

如今，直达机场的轨道交通正在
规划建设中，桂林计划在机场航站楼
附近规划建设客运交通枢纽场站，预
留公共交通系统换乘枢纽场站用地建
设城市轨道交通、公交首末站，加强

各县市和周边城市直达机场的班线
建设，建设方便快捷的内外陆航换
乘枢纽。

有了交通保障，围绕桂林机场
建设临空经济区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的梦想。区域经济是推进城市高速
运转的命脉，而临空产业是推动城
市经济“走出去，引进来”的新助
力，城市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空港经
济区的建设。

航空经济的范围相当广泛，可
以以桂林机场枢纽大机场为中心，
打开周边的通用、通勤机场布局，
形成一条条经济走廊。桂林正依托
桂林国际旅游航空枢纽，实施创新
驱动、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和深化
改革四大战略，以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为支撑，以做大做强航空
型产业为突破口，加快构建以现代
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观光农
业为主的现代产业新体系，统筹推
进临空经济核心区与周边功能片区
的协调发展。争取把桂林临空经济
区建设成为国际旅游重要集散地、
广西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湘
桂黔粤交界区域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和现代魅力宜居宜业生态产业新
城。

宏大的蓝图也是刘健这样的桂
林民航人共同的期待。刘健自豪地
说，作为全国民航示范性班组的一
员，期望与怀揣着梦想的桂林民航
人一道用实际行动践行“真情服
务”的理念，共同谱写桂林民航服
务的新篇章。

记者沈青

全新时代桂林展翅高飞

刘 健 ：
1970 年生，
1986 年参加
工作，从事机
场客运值机工
作 34 年，现
任桂林两江国
际机场地勤服
务部国内值机
结控室主任。
记者沈青 摄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