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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人物

2017年12月31日晚上8点不到，杭州南山路延续了

一天的热闹丝毫没有消减，人反而越来越多。

悠扬的钟声已经开始往外传。净寺门口，是等着排队

买票进寺的人群，进了大门以后，大家涌向钟楼入口。

当晚8点刚过，已经排了几百号人。

民警董永军站在净寺钟楼前，一如这十几年的每一

个跨年夜一样。他知道，再过两个小时，来这里祈福敲钟

的人会越来越多。

董永军，杭州西湖景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

长，出生于1967年，50岁了，同事们喜欢称他“董大”。

他参加过各种安保工作，晚上这样的场合可以说是

“驾轻就熟”。不过作为钟楼这个执勤点的负责人，他还

是再次把安保要求做了强调。

连续十几年守护在净寺钟楼处，和前来祈福敲钟的

市民一起敲钟跨年，已经成了他们这个团队每年跨年的

保留节目。“简单的工作重复做，重复的工作认真做。”董

永军说，年年守着净寺的新年钟声敲响，最后再看着市民

平安回家，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前来敲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了。

78岁的朱奶奶，每年的今天都会来净寺敲钟，敲响新

年的祝福。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她说2018年

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气象”。除了祈祷家人身体健康，朱

奶奶还要祈祷国泰民安，“大家平安，小家才会幸福。”

晚上十点左右，队伍越来越长。

队伍中，有不少是一家子在排队，也有结伴前来的同

学档。“刚从西湖音乐喷泉那边过来，敲完钟，然后去吃个

火锅，2017年就圆满结束了。”王同学说。

董永军在钟楼出口处，引导敲完钟祈完福的市民游

客有序离开。

从警二十多年，董永军先后从事过刑侦、经侦、禁毒、

治安、特警等多个警种，他获得的荣誉很多，“最美杭州

人”、“个人二等功”等等。

他说，每一份荣誉都是很多战友一起努力的结果。

在董永军眼里，跨年值班，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别

人放假，我们总是在值班，不光是我，所有警察都这样，家

人们也已经很习惯了。”

不过老家的父亲母亲，还是让他牵挂，“老人家很盼

望（回家团圆）。”

他曾用漫画画下过父母的不舍，“每次我要离家回杭

时，年迈的父母总是站在车旁，车一直开了很远，老父母

却依然站在那，一直目送我的车子远去。”

南屏晚钟已经不停歇地敲了很久，敲了很多年，“你

家人会到净寺和你一起跨年吗？”

我问董永军。

“没有，一次也没来过，怕干扰我工作吧。等我退休

了，就可以作为普通市民，前来敲钟祈福了。”

凌晨，祈福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去，冬日的清冷侵入骨

髓。董永军和他的同事们等最后一位市民安全离开，就

要赶紧回单位“眯一会”。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不及回家，即将开始新年第一

天的值班。 本报记者 黄伟芬 文/摄 通讯员 张丹

净寺悠长的钟声背后，有他默默的守护

民警“董大”：
年复一年，守到最后个人离开

和一些影视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同，夜晚的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空管塔台上并非一派灯火通明、人声喧嚣

的景象。为了防止眩光和倒影影响观测，这里的灯光被

刻意调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圆形区域，各种工作席位

沿着窗户一字排开，管制员们戴着耳麦，紧盯着眼前的设

备，虽然不时要与航班机组通话，声音也并不大。

这是 2017 年的最后一个晚上，32 岁的瞿磊和他“热

力金鹰组”的同事们，将在塔台这离地88米、四面玻璃包

裹的圆屋子里，迎来2018年。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出生于

1990年，瞿磊已经是其中最年长的了。

2008年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交通运输专业毕业后，

瞿磊应聘到民航浙江空管分局，在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

岗位上已经干了快十年了。

在这个不大的天地里，像这样的跨年夜，瞿磊已经经

历三四次了，除夕夜也一样。

“我们是做一休二的，所以工作十年，三分之一的概

率跨年，算起来也差不多。”瞿磊笑着说。塔台管制员分

成若干个大组，每个大组13人，一组一天，值班时分成两

班，每三小时轮换。一个工作日短则 14 小时，最长的要

上满24小时。

2017 年 12 月 31 日 0 时~18 时，萧山机场共起降航

班 429 架次。“今天算少的，多的时候肯定过 500 了。”瞿

磊说，忙的时候，两三个小时内就要放行七八十架飞机。

塔台里的岗位，分为塔台监控席、放行席、流量管理

席、通报协调席等等。

监控席负责为机场管制地带内的航班提供空中交

管，放行席负责向离场航班发布放行许可，流量管理岗的

管制员则需要随时关注限制变化、核实时间、记录相关飞

机移交时间等。

没有人能单独指挥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飞机从推

离停机位到最后离开机场空域，或是相反过程，背后都是

管制员之间默契的配合、畅通无误的交接、一丝不苟的合

作。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机场都无法正常运行。

瞿磊是这天的带班主任，需要同时对各个席位的运

行情况保持关注，并对任何突发状况进行协调处理。

事实上，塔台负责的是机场区域内 0-600 米高度

上、以及在地面滑行的飞机，而更大范围内600-6000米

高度上的航班，则由在一间挨着高塔但没有窗户的工作

室里的进近管制员们负责。两个部门的配合与默契显得

格外重要，一架飞机的顺利起降，上百人的安危不仅系于

飞行员的操纵杆，也系于管制员们手中小小的话筒。

送走了2017年的最后一架航班，瞿磊和同事们相视

一笑，互道了一声“新年好”，大伙随即又立即转向了各自

的工作席。

对他们来说，跨年夜只是无数普通的夜晚之一，伴随

着难以形容的责任。

当他离开这 88 米的高塔时，会看到飞机在翱翔，伴

着远方2018年的朝阳。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胡伟泉/文 李翔/摄

飞机安全起降，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瞿磊：
每刻都伴随无法形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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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瞿磊

昨晚谁在为你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