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傍晚时分，天空被一缕缕霞光染
红。高空中，一架飞机正在降低飞行
高度，云层下，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若隐
若现，展翅欲飞。

“很漂亮，当初的设想都实现了！”4
月12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设计总负责
人、中建西南院总建筑师邱小勇向记者
讲述天府机场投运后，一次坐飞机回成
都看到的画面时，仍难掩激动与兴奋。

对于邱小勇和他的团队来说，天府
机场不仅是一个雄伟壮观的建筑，也是
倾注了多年心血与热情的作品。过去5
年，他见证“神鸟”缓缓展翅，逐梦蓝
天。“很兴奋，看着纸上的图案变成实
物，并且完成度非常高，这是天府机场
所有参与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说。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国家“十三五”
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枢纽机场
项目，历经5年建设，于2021年6月27日成
功投入运营，让成都正式进入“双机场”
时代，一跃成为中国大陆第三个拥有双
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和邱小勇一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见证天府机场由蓝图变为现实，拔地而
起成为成都地标性建筑。5年来，他们被

“神鸟驮日展双翼”的壮美场景震撼，也
更加憧憬“四川拥抱新机遇，加速由内陆
腹地变为开放高地”的美好新未来。

绘蓝图的人
让天府机场实现多个“最”

3月27日起，民航进入夏秋航季，
天府国际机场正式迎来开航投运后的
第三个航季。根据转场计划，天府机
场运营的航空公司数量增加至32家，
航线网络更为丰富，日均计划航班量
约830架次。

有时，邱小勇会从天府机场出发，
飞往全国各地出差。“真的很便捷，乘
坐地铁从成都地铁18号线世纪城站出
发，不到40分钟就能到航站楼，然后从
安检到登机口差不多只需20分钟。”刚
说完，他笑着补充了一句，“当然，我是
提前在手机上值的机。”

这个地方，对于邱小勇来说太熟
悉了。从规划设计到工程竣工，他全
程参与其中。虽然参与过重庆江北机
场T3航站楼、成都双流机场T2航站楼
以及青岛新机场等机场的设计，但他
直言，“天府机场是我参与设计的机场
中，规模最大、难度最大、运用新技术
最多的。”

时间拨回到2015年6月。中建西
南院联合体设计的天府国际机场“太
阳神鸟”方案，力压来自全世界的六个
竞标方案联合体，唯一获得专家全票
推荐。

“我们的设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
美。”邱小勇说，他们将成都及四川的
文化气质融入到设计中，设计了4座如

“太阳神鸟”形状的航站楼，远远望去，
就如同“太阳神鸟飞了下来”。

在建筑构型上，从30多种构型方
案中选择了“手拉手”造型。这一构型

既能很好地解决天府机场的高近机位
率、宽体机近机位数量多、旅客步行距
离、空陆侧用地均衡等问题，还能节省
旅客中转时间。

在具体设计中，天府机场涌现了
多个“最”：拥有亚洲首家机场无人驾驶
PRT（个人捷运交通）系统，用于连接
T1、T2航站楼和远距离停车场；采用高
速小车行李传输系统，首次尝试预分拣
行李系统，高效便捷地传输行李；航站
楼被地下高铁轨道斜穿，工程设计和建
设难度被誉为“巨人脚下踩鸡蛋”……

5年来，看着天府机场一点点由蓝

图变成现实，邱小勇兴奋地说：“天府
机场不仅是交通枢纽，也将成为成都
及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修跑道的人
“为能参与建设感到骄傲自豪”

曾斌也参与并见证了天府机场的
变化。他是华西集团四川省场道工程
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曾参与北京首
都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改扩建等建设
工作。2015年底，四川场道成为首批
进入天府机场的施工单位。“当时距离
天府机场正式开工还有半年左右，我们
是去为施工做前期准备工作。”他说。

曾斌还记得第一次到达天府机场
场地时的场景，“当时那里还没有路，
交通不方便。到了之后发现，周边杂
草丛生、沟壑纵横。”

2017年初，天府机场开始飞行区
的建设，四川场道主要负责西一跑道
的修建。按照规划，西一跑道长4000
米，宽75米，是天府机场“两纵一横”3
条跑道中最长的一条，可起降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A380。

西一跑道的建设任务主要包括跑
道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工程、道面工程、
智能监控工程、助航灯光及供电工程、
跑道消防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

据统计，西一跑道建设期间，土石
方施工削平山丘70余座，处理冲沟百
余条，完成填方总量约3600万方。曾
斌说，施工高峰期，每天上百台挖掘机
同时作业，“周边还有其他施工单位，
整个一大片同时施工，场景很壮观。”

建设过程中，西一跑道在推广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方面创造了国内
多个“首次”：国内首次跑滑系统均采
用道面沥青复合层新型工艺施工，具
有隔离、防水、抗冲刷和应力缓冲等功
能，使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具有使用
寿命长、养护工作量小和环境适应性强
等优点；全国首次全场采用深桶灯安装
新工艺的内陆机场，不仅节约成本、绿
色环保，还对助航灯光工程的建设提出
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标准；全国首次
采用智能跑道系统技术的4F级跑道，可
通过智能化设施，对跑道性状进行实时
采集、统一管理和分析预警……

2020年9月23日，西一跑道顺利通
过预验收。当晚，天府机场举行了西
一跑道完工·助航灯光亮灯仪式。现
场，335盏助航灯全部点亮，灿若星
河。“建设过程很辛苦，但看到助航灯
亮起的那一刻，感慨万千，为自己能参
与这么宏大工程的建设感到骄傲和自
豪。”曾斌说。

拍机场的人
用光影记录“神鸟”成长

几年来，一群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也
在记录“神鸟”的成长。90后摄影师陈
成和他的团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平时
喜欢拍成都，一次在天府机场附近拍摄
时，被机场建设的壮观景象吸引，团队
一拍即合，决定记录天府机场的成长。

2019年，得到允许后，陈成团队开
始了在天府机场的第一次拍摄。到达现
场，陈成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当时还
是一个大型工地，但已能看到航站楼成
型的钢结构。”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府
机场的庞大，“当时无人机已经飞了4公
里，还没有从机场这头飞到那头。”

这也成为日后陈成拍摄天府机场
的最大难点。“为了拍到好看的镜头，
我们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预估天
气、寻找点位、计算太阳的位置、从哪
个角度起飞等。”他说，有时无人机要
飞几公里才能拍到一个好镜头。

之后的3年，仅陈成一人就往返机
场40余次。其间，他拍摄了晨曦中、夕
阳下、星空里、风雨中，天府机场无与
伦比的美丽。他也没有缺席天府机场
的重要节点，记录了航站楼主体结构
完工、跑道助航灯亮灯、机场真机试
飞、大型综合演练等历史性时刻。

通过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陈
成和团队见证了“神鸟”的成长过程。

“同一个点位，我们隔一个月再去拍，
就能明显看到变化，航站楼开始铺设
幕墙了，跑道开始成型了……”

2021年4月27日，天府机场即将投
运之际，陈成和团队再次前往拍摄视
频。他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日落时，
西边的云层比较厚，晚霞特别漂亮，当
晚的月亮也很大。”

于是，陈成拍了很多照片，并用20
多张照片将天府机场画面合成了一个球
形，与月亮遥相呼应。他还给照片取了
一个浪漫的名字——神鸟映月。工作完
回家后，他才得知，当天拍的月亮是2021
年首个“超级月亮”。看到朋友圈都在晒

“超级月亮”，他自豪地说，“我拍的月亮
没你们大，但是我有天府机场。”

拍天府机场的那些日子，陈成走
遍了天府机场的各个角落。“虽然我们
没有参与修建，但看着天府机场的变
化，我能深刻感受到作为一个成都市
民的自豪感。”他说。

如今，每次去天府机场乘飞机，陈
成就如同回家一样，“很亲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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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纸上的设计，都变成了现实”
——他们见证天府国际机场“神鸟展翅”飞全球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努
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的前列”等重要指示，深刻把握新时代治蜀兴川的开放格局，大力实
施全面开放合作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等国
家战略，突出南向、提升东向、深化西向、扩大北向，加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
开放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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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设计总负责人、中
建西南院总建筑师邱小勇 雷远东 摄

华西集团四川省场道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曾斌 四川场道供图

陈成（左一）和他的团队。受访者供图

俯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陈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