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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0～10℃
24日，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转北风2～3级，-6～4℃
25日，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东风转南风2～3级，-6～8℃

未来的淄博机场，要建成啥样？
11月14日、16日，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相继发布《新建淄博民用运输机场水文地质工程勘察（详勘）及地形图测绘项目招标公告》《新建淄博民用运输机

场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两则公告信息量不小。在明确金山场址的同时，还透露要进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开展勘察（详勘）调查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结合国务院近日批复的《山东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及山东正式发布的《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

中“2035年，运输机场覆盖所有设区市行政中心，通用机场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不难推断，淄博将是山东成为东部地区首个“市市通机场”大省的重要一环。
未来的淄博机场，要建成啥样？

无机场，不枢纽

全国各地为啥都在拼命建
机场？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拼命
建机场，无论对于投资还是长远
经济的发展，都有好处。作为超
级流量入口，有无机场、机场多
少、吞吐量几何，一直都是决定
城市综合交通能级的重要指标。
机场，不仅意味着商贸往来的便
捷程度，还能带动物流产业以及
航空制造相关产业的发展，助力
临空经济的崛起。

中航通信息研究所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境内运输机场达到
254个，覆盖92％以上的地级市，
航空服务覆盖全国88％的人口和
93%的经济总量。根据规划，到
2025年我国运输机场将达到270
个，2035年有望突破400个。即
便如此，与全球航空业最发达的
美国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美
国民用运输机场超过500个，大
大小小的通用机场超过2万个。

无机场，不枢纽。“市市通机
场”正在全国逐步推进，未来要
实现“市市通机场”的山东，谋划

近100个通用机场，并不夸张。
在湖南、新疆等地规划中，通用
机场的规划目标都在10 0个
以上。

按照《纲要》的要求，到2035
年，山东运输机场将达16个，覆
盖所有设区市行政中心。这也
意味着没有运输机场的淄博、泰
安、聊城、德州、滨州、枣庄，建机
场势在必行。

作为今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城市之一，淄博在备受舆论推崇
的同时，也在微博、知乎等网络

平台上让一部分网友感到困惑：
这么好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机
场？甚至有网友坦言“想坐飞机
去淄博，太不方便了”。

没办法，气氛都烘托到这儿
了，早已布局的淄博机场一有进
展便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实际上，淄博的首个民用运
输机场早在2014年就出现在山
东省相关规划中。

2014年，《山东省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公示稿）》
中，淄博机场被明确为山东的支

线机场。两年后，中国政府采购
网公布了《淄博市民用机场规划
研究报告》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今年1月，《山东省建设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年）》（以下
简称《三年行动计划》）显示，将
建设现代化机场群，“推动新建
聊城机场、淄博机场、滨州机场
以及迁建潍坊机场等项目前期
工作，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至此，淄博机场的筹划建设
进入了快车道。

深层逻辑：民航优先战略

在不少乘飞机出行的淄博
人印象中，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几
乎就在济淄中间，也算是“半个”
淄博机场了，为什么还要再新建
一个民用运输机场呢？

《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
发展规划（2018—2035年）》给出
了包括淄博在内无机场城市建机
场的深层逻辑：民航优先战略。

在这一战略体系下，提升完
善济南、青岛、烟台枢纽机场功
能，统筹推进淄博、枣庄、东营等
另外13城支线机场规划建设，构

建“三枢十三支”运输机场格局，
从而形成渤海湾南部运输机场
群，推动机场群与城市群协同发
展。而从《三年行动计划》具体
要求来看，“到2025年，民用运输
机场总数力争达到12个，通用机
场总数达到30个”。

作为山东首座4F级国际机
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定位为

“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东北亚
国际枢纽机场，一期工程规划到
2025年；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
和投入最大的“超级工程”，济南

国际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该工程总投资
近70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省内
第二座4F机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淄博机场
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

2018年，省政府印发《山东
省民用机场布局规划（2018—
2035年）》中，涉及淄博的信息，
除了透露要建运输机场，淄博还
将在高青田镇、唐坊，桓台，沂源
拥有4个通用机场。

时间回到今年2月20日至22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在淄博召开
淄博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评审会。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要将淄博民
用运输机场打造成为4C机场的
示范工程。机场的具体定位为
客货两用4C支线机场，以国内中
短途航线为主，可便捷联通全国
重大城市，重点发展公务（商务）
航空、航空物流、应急救援、飞行
培训、低空旅游、航空运动、飞机
制造等产业与服务，具有国防战
备应急救援、通用航空等使用
功能。

这标志着淄博民用运输机场
项目前期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日前，山东又发布《纲要》，
提出到2035年，运输机场达到16
个，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

“四枢十二支”运输机场群，覆盖
所有设区市行政中心。

从规划中可以看出，建设淄
博民用运输机场，对于优化山东
航空运输网络、提升应对突发事
件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快淄
博老工业城市转型跨越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20年3月，淄博市成立淄博
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
领导“淄博机场”建设工作。近几
年，淄博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一直在开展机场选址工作。

经过多次论证，从最初的临
淄红花场址、临淄凤凰场址、临
淄齐陵场址、临淄桃花峪场址、
临淄洋浒崖场址、淄川罗村场
址、临淄金山场址、文昌湖萌水
场址、淄川寨里场址共九个厂址
中，选出了临淄金山场址、临淄
凤凰场址、淄川寨里场址作为预
选场址。

一份淄博机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给淄博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的感谢信显示，在半年多的
时间里，“通过专业部门深入研
究，历经30余次现场踏勘，40余
次与军、地上级部门对接沟通，
多次论证”，“机场选址工作和
《选址报告》基本完成”。这封感
谢信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2月
21日。

临淄金山从《选址报告》中
脱颖而出，成为最终选项。

为什么是金山？“通过比较
工程技术条件、投资估算，并与
航行服务部门多次沟通，综合各
方面因素，最终推选临淄金山为

首选机场场址。”淄博机场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

金山场址位于淄博市东南
部的临淄区金山镇白马关附近，
位于张店、淄川、临淄三界之间，
场址驾车距离淄博市人民政府
22公里，驾车距离淄川区政府、
临淄区政府分别24公里、22.3公
里，这相比于其他场址辐射面
更广。

从地面交通看，该场址地处
济青高速以及新建的沾临高速、
济潍高速合围处，西北还有淄博
快速路与淄博保税物流园区无

缝衔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而且极大地方便了未来建设
机场轨道快速路。

有网友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为何不把机场建在张店与周村、
张店与淄川这些繁荣地带之间？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选址规
定》中规定了机场选址必须与城
市距离适中，机场运行和发展与
城市规划协调；机场净空要符合
有关技术标准，空域条件能够满
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

对淄博来说，全面融入省会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是重大历史
机遇，“向西”是淄博未来10年乃

至20年的发展方向。如若把机
场建设在张店与周村之间，还要
保证机场必须与城市有足够距
离，那就相当于终止了淄博向西
发展的势头，这个代价是淄博不
能接受的；由于张店与淄川两地
之间城市建筑十分密集，居民区
遍布，机场建设在此影响飞机飞
行安全。

更重要的是，淄博机场选址
从周村、淄川、桓台、博山等地，
最终定在临淄金山，更多的是考
虑淄博机场不仅仅是服务于淄
博，还着眼于鲁中地区，尤其是
青州、临朐等周边县市。

选址金山的远谋与深意

作为民用运输机场的淄博
未来机场，规模是4C支线机场，

“以国内中短途航线为主，可便
捷联通全国重大城市”。

不少人在看到“民用运输机
场”“4C”等专业术语的时候，有
些摸不着头脑，所以对于这座机
场的“相貌”依然存疑。

其实梳理起来，并不难。
民用机场分为运输机场和

通用机场。运输机场承担客运
和货运等，而通用机场承担的是
其他飞行任务，比如公务机起
降、私人机起降，以及空中旅游、
空中表演、空中航拍、空中测绘、
农林喷洒等特殊飞行任务。

定位为民用运输机场的淄

博未来机场，比传统的民用机场
在灵活性、适用性、安全性和经
济效益等方面都更为突出。因
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这样的机
场将成为航空运输市场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备很
大的潜力与发展前景。

至于4C，其实也很好理解。
具体来说，就是飞行区等级用数
字+字母来表示，第一部分是数
字，表示起降的最大飞机跑道长
度，“4”表示1800米及以上；第二
部分是字母，表示起降的最大飞
机的翼展和轮距，从A到F共6个
等级，越往后越大。

4F级机场是机场等级中最
高的一种，可以起降各种大型飞

机。目前山东只有青岛胶东机
场是4F，按照《纲要》“四枢十二
支”运输机场群规划，4E级的济
南遥墙国际机场（改建后为4F
级）、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有望与
4D级的临沂启阳机场为“四枢”；

“十二支”中，除威海大水泊国际
机场、东营胜利机场、潍坊南苑
机场为4D级别外，现有的济宁曲
阜机场、日照山字河机场、菏泽
牡丹机场，与规划中淄博、枣庄、
聊城等6座城市的运输机场一
样，均为4C级别。

综合目前各方信息来看，淄
博未来机场将设1条长2600米、
宽45米的跑道，可满足B747系
列、A340系列及以下机型的使

用。航线初步规划开通淄博至
上海、北京、重庆、杭州、广州、深
圳、成都、西安、长春、哈尔滨、昆
明、贵阳、海口等主要城市的
航线。

对当下的民用运输机场而
言，尤其是相对不太繁忙的机
场，分担通用航空飞行已是常
态，更是发展趋势。换言之，淄
博未来机场以国内中短途航线
为主，可便捷联通全国重大城
市，重点发展公务（商务）航空、
航空物流、应急救援、飞行培训、
低空旅游、航空运动、飞机制造
等产业与服务，具有国防战备应
急救援、通用航空等使用功能。

一个民用运输机场，如同一

个支点，可以很好地撬动经济发
展，进而引发城市嬗变。

对淄博而言，建好一个机
场，就像开启一扇大门，随之而
来的人流、资金和信息，既能补
充交通短板，也能提供争夺流量
的入口。自此，天涯变咫尺，淄
博将进一步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快速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经济
发展的浪潮中。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继洋 孙良栋

未来机场是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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