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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到来，独自乘坐飞机的“无陪儿童”增多。 受访者供图

1994年，20多岁的吴新正式进
入东航工作，两年后，他调入东航地
面服务部特殊服务处工作，开始了和

“无陪儿童”打交道的日子。
“当时‘无陪儿童’服务还不普

及，即便是寒暑假的高峰，一天出港
也就十几个（无陪儿童）。”吴新说，
那时的“无陪儿童”基本以探亲为
主，由于当时坐飞机出行还不普遍，
很多“无陪儿童”离开父母后都会比
较紧张，哭闹的情况也很多。为了
了解小朋友的心理，增强哄孩子的

“技能”，吴新甚至专门去找了从事

义务教育的教师请教。“主要是了解
小朋友的心理，了解他们喜欢什么
玩具、爱看什么动画片，哄他们的时
候就有切入点。”

吴新说，那时候因为人数比较
少，为了安抚小孩子，东航专门辟
出了一块地方设置了休息室，无陪
儿童到达机场办理好值机手续后，
就可以到休息室玩。“休息室里有
很多小礼品和拼图、魔方等益智玩
具，小孩子都集中到这里后，一方
面他们看到其他小朋友心理上的紧
张感会缓解，另一方面也方便我们

看管。”
让吴新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纪

载的男孩。“当时他父母在日本工作，
他是去日本和父母过寒假。”吴新说，
由于是第一次独自乘坐飞机，孩子很
紧张，过安检时和家人依依不舍。而
为了缓解孩子的情绪，吴新主动和他
聊天、玩玩具，还带他去机场的商店
逛，等到上飞机时，小纪载的情绪已
经平复。后来，孩子的家人专门给吴
新寄来了在机场拍的照片表示感
谢。“后来有一次暑假我又碰到过他
一次，他还记得我。”

飞机上“无陪儿童”服务推出近30年 家长关注的“点”也变了

从担心孩子吃喝到叮嘱少玩iPad
暑期即将来临，又到

了小朋友扎堆出游的季
节，飞机上的“无人陪伴儿
童”（以下简称“无陪儿
童”）也将迎来高峰。自针
对5-12岁儿童推出“无陪
儿童”服务以来，东航的这
一服务已经持续了近30
年，一代又一代地服、空乘
人员安全迎来送往了数以
万计的无陪儿童，他们的
悉心照顾也在这些小旅客
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
象。如今，当年的“无陪儿
童”中有不少成为空乘，也
开始在航班上照顾“无陪儿
童”。近日，青年报记者与这
些地服、空乘面对面，听他们
讲述这些年“无陪儿童”的
故事。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无陪儿童”登机后，在飞机上也会
得到空姐的特殊照顾，几点吃东西喝
水、何时睡觉上厕所都会被详细记录。

2001年，9岁的郭可心作为“无
陪儿童”乘坐东航的航班从西安飞到
天津，这是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在
飞机上的整个经历都让她觉得“很
棒”。“当时就觉得，飞机上的姐姐都
好漂亮。”让郭可心印象深刻的是，空
姐送饮料询问她喝什么时，她回答了

“芬达”，结果瓶子里只剩了很少一
点，这让她有些后悔，觉得应该选可
乐，“没想到空乘姐姐立马从推车里
拿出了一瓶新的芬达，那一刻我觉得
推车就是百宝箱！”

第一次坐飞机，耳朵难免会有痛
感，内向的郭可心只是自己忍着并没
吭声，结果飞机快下降时空姐主动给
她拿了口香糖，告诉她嚼口香糖可以
缓解耳朵痛，“这让我觉得很温暖。”
郭可心至今仍记得回程航班上的餐
食和点心，因为飞机上吃不下，空姐
细心给她打了包，“我拿回家开心地
与父母分享了。”

这次独自乘飞机出行的经历让
郭可心很自豪，正读三年级的她把这
一经历写进了作文，并被当做范文在
班里朗读，“那一刻，飞行就在我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2017年，郭可心
进入东航成为一名乘务员，如今她在
飞机上也像当年照顾她的空乘一样
细心照顾着“无陪儿童”，“我就是想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善意，等长大了
回忆起来是美好的。”

2003年，五六岁的刘语涵也作为
“无陪儿童”从西安被“邮寄”到了北
京。“当时是去找我妈妈，我从小是被

‘散养’的，我爸心很大，他把我送到机
场之后就走了。”刘语涵说，那次经历
在她幼小的心里留下的记忆就是像

“扮家家”，“漂亮的姐姐们穿着围裙、
推着车子，过来问：你想吃什么？喝什
么？就跟小孩子在扮家家一样。”虽然
感觉像在扮家家，但年幼的刘语涵对
陌生人是抗拒的，因此在飞机上一直
不说话，“当时看我的空姐很着急，就
带着我在飞机里转。”而进入东航当了
空姐之后，刘语涵也深切理解了当年
空姐的感受，“其实在航班上最需要提
供个性化服务的就是无陪儿童，因为
对成人来说，各种需求都会主动表达，
但儿童不会，遇到内向的孩子不说话
作为空乘心里确实很着急。”

吴淑雅的父母一直在乌鲁木齐做
生意，因此她和弟弟做了多年的“资深”
无陪儿童。长大后成为空乘，她又开始
在飞机上照顾“无陪儿童”。因为小时
候的经历，她更能理解无陪儿童的心
理，为了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她甚至
专门去学了魔方。吴淑雅说，在飞机上
空姐对无陪儿童的照顾可谓是方方面
面的，不但吃喝玩乐都要关心，有时甚
至还会“辅导”他们功课，“有的孩子很
用功，上来就开始做功课，为了拉近距
离，有时我们也会帮他们看看。”

而说起现在的无陪儿童和以前
有何不同，刘语涵说，以前的家长担
心的是孩子在飞机上的吃喝拉撒，但
现在的小孩子独立性已经越来越强，

“家长们特别交代的已经变成‘少让
他玩iPad’了。”

2006 年，万志军进入东航地服
部，在虹桥机场B楼的特殊服务柜台
工作。进入新世纪后，乘飞机出行已
不再是“新鲜事”，而航班上的“无陪
儿童”也明显增多。“黄金周的时候，
一个下午就能接三四十个孩子。”万
志军说，那时候柜台只有七八个服务
人员，还要负责老人、残疾人等旅客
的服务，因此人手很紧张，如果再像
以前那样在禁区内设置休息室集中

照顾已经不现实。于是，东航就改进
了“无陪儿童”服务的流程，在值机区
域设置一个柜台，作为特殊旅客集中
点，家长和孩子到达机场后，可以先
办理值机手续并在柜台等候，时间差
不多了再由工作人员带领孩子过安
检、登机，“这样既可以减少我们的人
手压力，也可以让孩子和家长多待些
时间，减少紧张情绪。”

万志军介绍说，一直以来，东航

“无陪儿童”服务都有严格的流程，整
个过程中，家长与出发地地服交接、
出发地地服与空乘交接，下机时空乘
与目的地地服交接、目的地地服与接
机家长交接，都有严格的交接单，“比
如，单子上写的是爸爸来接，结果是
妈妈来接的，也一定要和爸爸确认后
才交给妈妈。”正是因为如此严格的
流程，自推出以来，东航的“无陪儿
童”服务一直是“零差错”。

在东航地服部虹桥机场特服班
班长树人杰看来，如今的“无陪儿童”
已经和十几二十年前有了很大的不
同。“以前的无陪儿童主要是探亲，现
在很多则是参加夏令营、暑期班，还
有不少是在上海读寄宿制学校的，所
以‘熟面孔’增多。”树人杰说，上世纪
90年代，家长都没有手机，所以孩子
进去后家长要一直在柜台等着，等航
班起飞后才能离开机场。而现在虽

然仍是要求航班起飞后家长才能离
开，但孩子与家长间的联系已非常方
便，“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有手表，本身
就自带定位功能，孩子有什么问题
了，随时可以和家长电话、视频聊
天。甚至飞机上也可以视频，因为有
些飞机上有wifi。”

树人杰表示，如今乘飞机出行非
常普遍，“无陪儿童”的预约申请也更
加方便，官网上就可以预约，因此“无

陪儿童”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七八
月份，工作日一般每天都有 30-40
个，双休日则有60-70个。最高的一
天单日出港有130个。”

树人杰坦言，与十几二十年前
的孩子相比，现在的“无陪儿童”很
成熟，“他们懂得很多，也飞过很多
地方，有时还会问‘你飞过哪些航
线啊’之类的问题，让人有点招架
不住。”

上世纪90年代：高峰时一天出港也就十几个

21世纪初：黄金周一下午接三四十个孩子

如今：数量不断增加“熟面孔”增多

当年的“无陪儿童”
如今成了空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