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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5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T1航站楼安检区灯火通明，70后
陆耀站在验证台前，仔细查看旅客
证件；80后朱静在行李安检区监控
屏幕前快速判断X光机透视图片；
90后龚小林手持探测仪，弯腰检查
旅客随身物品……三位云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虽然相隔仅仅
数百米，却用不同方式守护着同一
道安全防线。

“那张假身份证摸上去很可
疑。”昆明机场行李检查一大队副
大队长陆耀讲起 1996年刚入职时
的经历，细节依旧清晰：“摸着比
标准证件厚可能也就是 0.2毫米，
颜色也有些发灰。”当时没有智能
识别系统，陆耀每天细心对比证
件厚度、颜色、手感及防伪标识等
细微差异，逐渐练就“触觅识别”
的绝活。

2022年，已成为劳模创新工作
室负责人的陆耀带领团队研发的
锂电池审批系统正式上线，很快在
全国各大机场推广，“以前，航空公
司工作人员到安检通道审批，平均
用时10到20分钟。现在，线上审批
时间平均 2分钟，最快审批时间可
以在 24秒内完成。”她点开手机屏
幕上的工作群，当日已有 287件锂

电池完成线上审批。由劳模创新工
作室团队研发的“行李框上粘贴金
属数字标识”，通过X光机快速识
别行李对应框号，提高了旅客行李
查找效率，“花小钱办大事，安装智
能识别系统得多花几百万元。”陆
耀说。

“D岛X光机报警，请开包岗支
援！”对讲机里的声音让正在行检
室里的朱静瞬间绷紧神经。2009年
入职的她曾在多个岗位工作，如今
作为行李检查二大队副大队长管
理60余人团队，每天需处理数万件
托运行李。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
时至 7时是安检高峰时段，单小时
过检行李峰值达 5000件。“很多旅
客乘最早航班赶往目的地，需提前
安检，早上人流量最大。10 时 30
分，也有一个小高峰。”

朱静告诉记者，安检工作要在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飞机跑道前
到岗，在深夜最后一位旅客登机并
确定航班飞走后才能下班。“乘客
高峰期要协调好人员，既要提高乘
客过检效率，又不能让违禁品上飞
机。对识别X光机图片的工作人员
来说，通常 9秒就能对图片作出判
断。”朱静说。

“请转身，抬手。”2016年入职

的龚小林手持金属探测器，动作
干净利落。由于工作出色，她已是
旅客安检岗位的正式职工和业务
骨干。“最记得刚上岗时，有一个
乘客问我，你那个手套摸过别人
又来摸我，不脏吗？我当时根本
不知道如何应对。”“后来呢？”
记者问，“每检查一人手套都用
酒精消毒的。当时还是带我的师
父替我解围，为这位客人更换了
新手套。”龚小林笑起来，“现在我
都带新人了，遇到任何情况，心里
都不慌。”

作为新生代安检员，龚小林经
历了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技
术已经应用在安检中。但对于复杂
情况，还是需要靠安检员日积月累
的经验判断。”

“所有的物品都有其对应的
图像，但各种新型的违禁品层出
不穷。比如陶瓷质地的隐形点烟
器，只有细长一小条……这就需
要我们不断学习，能准确识别不
同物品在X光机透视中的不同样
态。”朱静告诉记者，职业要求安
检员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去
超市，看见新货品总要去摸一摸、
感受一下，想象一下它们出现在
图片上的样态。”

在劳模创新工作室，陆耀告诉
记者：“每月分析最新查获违禁品
案例，及时更新数据库内容。”她调
出新型违禁品图库，包括伪装成文
具的微型刀具、嵌入手表内的点火
装置等，“安检员的判断力，靠大量
样本积累获得。”

三代人的荣耀交织：陆耀、朱
静、龚小林分别于 2013 年、2018
年、2021年获得云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当记者问及职业信念，三代人
给出相似答案：“漏检一件危险
品，就可能影响几百个家庭的安
全。”无论是构建开放的知识库，
还是通过师徒制、劳模创新工作
室等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
她们共同守护的核心价值都是每
位乘客的安全。

“师父常说，安检是‘99分等
于 0分’的工作。”龚小林在安检通
道旁对记者说。此刻，陆耀正在为
新同事讲解证件鉴别技巧；朱静
在监控室协调暑运保障，安检信
息系统显示，当日已检查旅客
1200余人次。又一架航班腾空而
起，安检通道内，金属探测器的嗡
鸣声、键盘敲击声、对讲机的调度
声，交织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最
朴素的“平安曲”。

5月2日6时，天空还是一片漆黑，云南机场地
面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结载班组副班组长段
雪已经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只见她紧盯电脑
屏幕，快速查阅航班旅客人数、飞机运载货物重量
等数据信息，并与停机坪的监装人员核对货舱的
货物邮件行李后，开始制作舱单。

40分钟内，结载员要根据地面值机部门传递
来的旅客人数、货运部门获取货物重量、签派部
门获取飞机油量等数据信息做好分配和计算，制
作出一份舱单，以确保飞机在飞行时的配载平
衡。“舱单上每一个数据，都会影响飞机的飞行安
全，比如配平值会影响机组的操作，重心会影响
飞机起飞、降落的平衡状态。结载员的工作就是
和时间赛跑，既要保证航班正点出港，还要确保
数据准确无误。”段雪介绍。

多年来，段雪的工作一直保持“零差错”，且多
次查堵各类数据不符和安全隐患，防止数据误差。
她说，想要做好的唯一秘诀就是——多熟悉一点，
多检查一遍。“熟悉每个操作指令后再提升操作速
度，同时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确保上传数据准确
无误。”段雪介绍。12年的结载工作，近3万份的舱
单制作，段雪凭借着精湛的业务技能堵住了若干
安全差错。

“如何让工作变得更高效?”自入行以来，段雪一直在思考。地服公司代
理着40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的载重平衡业务，各航司的机型不同，对飞机
重心、装载的要求和限制也大相径庭。为提升现场保障工作效率，段雪仔细
研读各航司的载重平衡手册，将活体动物运输、特种行李机长通知单填写、
最后一分钟修正等特殊注意事项进行细致梳理，制作出航司差异化表格。
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航班保障效率。

2021年新一代配载系统上线使用后，面对航班备降、过站不等、联程
航班取消航段等特殊航班的保障工作中的痛点问题，段雪针对特殊航班
的操作流程以及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汇总，分门别类将各种
特情处理方法制作成速查手册，提高了航班保障效率。“系统上新优化了
业务流程，既可以降低出错率，又能提升工作效率，作为使用者，我们也
要及时了解新功能和改进之处，不断调整自己的使用方法，以充分发挥
系统的优势。”段雪说。

“每次看到飞机平稳升空，我都觉得自己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份容不
得一丝侥幸的工作，每一个数据都关乎旅客的安全，每一次核对都是对

航空安全最郑重的承诺。”段雪望着远方
即将起飞的航班，目光充满了坚定。

本报记者舒珺珩/文
通讯员李易蔚/图

“三代”机场安检员的坚守与担当——

守好云端安全“第一关”
本报记者马逢萃/文 通讯员潘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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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雪与同事核对数据段雪与同事核对数据。。

朱静朱静（（左一左一））在指导同事办公在指导同事办公。。龚小林龚小林、、陆耀陆耀、、朱静朱静（（左起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