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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基地”组织比15年前还要危险

闫宇明 池海亮

在后本·拉登时代， “基地” 组织
将各国极端组织逐渐整合为 “阿拉伯半
岛盖达组织 ” （AQAP）， 并一改拉登
时代 “不建国” 的传统， 先后在也门、
伊拉克建立了割据性、 象征性的 “伊斯
兰国”。 2013年4月， 这个被认为是 “基
地” 嫡系的组织更名为 “伊拉克及东地
中海伊斯兰国 ” （ISIS）， 俗称 “伊拉
克及叙利亚伊斯兰国”， 成为叙利亚内
战和伊拉克乱局中令人不安的一股势

力。
2011年本·拉登被美军特种部队击

毙后， “基地” 组织的恐怖活动呈现分
散化、 网络化、 本土化的新特征。

奥巴马在2013年5月发表反恐演说
时曾指出， “基地” 组织在阿富汗与巴
基斯坦的核心力量虽然在溃败， 但分支
却在扩大， 从也门到伊拉克、 从索马里

到北非， 对美国的威胁 “分散在世界各
地”， 其中最严重的地区莫过于中东和北
非。

分散化的 “基地 ” 组织造成了恐怖
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局面。 有专家指出，
这种分散化更危险 ， 因为不同的分支有
不同的方向、 动机和着眼点 ， 更难控制
和防御。

“基地 ” 组织分散化发展有着多重
原因。 2011年本·拉登死后， “基地” 组
织失去领导人， 开始由过去的高度集中
向日趋分散发展。

另外 ， 阿富汗战争 、 伊拉克战争之
后， 美国重新调整了反恐战略， “基地”
组织成为主要打击对象 。 美军频繁动用
无人机 、 特种部队对 “基地” 组织重要
成员实施打击， “基地” 组织也不得不
调整其发展模式。

而中东北非地区政局更替 、 社会动
荡的复杂局面， 给 “基地” 组织分散发
展和扩大恐怖活动范围提供了机会。 比
如， 埃及政变引发穆斯林兄弟会强烈反
弹 ， 给 “基地 ” 组织提供了宣传时机 。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 与 “基地” 组
织密切相关的 “圣战黑旗” 在班加西数度
出现， 部分恐怖分子 、 极端分子从监狱
逃脱 ，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 ” 在境内
趋于活跃 。 同时 ， 也门 “阿拉伯半岛支
部 ” “基地 ” 组织趁机作乱 ， 经常袭击
政府军 ， 并制造多起恐怖事件 。 最近 ，
他们又袭击了也门国防部大楼， 造成多人
伤亡。

与此同时， 网络化成为 “基地” 组织
制造恐怖活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基地 ” 组织网络化活动的最大特
点 ， 就是实现了全球恐怖网络资源大整
合， 通过寄生于传统清真寺-宗教寄宿学
校平台的动员和募捐系统， 他们可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秘密的兵员、 资金、 后勤物资
整合， 并利用一些国家的乱局趁火打劫或
制造恐怖事件。 同时， 网络化使 “基地”
组织策划实施的恐怖活动呈现出策略性和

灵活性的特点。
一方面 ， 通过网络化的组织结构 ，

“基地” 组织既可以利用一国内战战场培
训多国恐怖分子， 也可在短时间内集中全

球的恐怖精锐和财力物力 ， 或 “突然爆
炸 ”， 或 “遍地开花 ”， 让当地政府和国
际社会措手不及。

网络化还可以确保 “基地 ” 组织只
讲教派和 “圣战”， 漠视国界和国籍的概
念 。 “圣战 ” 一词被 “基地 ” 组织用来
作为恐怖主义宣教的工具 。 那些被边缘
化的群体以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 极易
受 “圣战” 理论的诱导走火入魔 。 发生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恐

怖袭击事件 ， 就是由来自索马里 、 英国
等国的恐怖分子利用社交网络组织 、 策
划并实施的。

借助网络化的优势和便利条件 ，
“基地” 组织为极端分子提供了更多实施
恐怖活动的便利机会。 比如， 可以在网
上学习实施恐怖袭击的手段 ， 三五个人
就能发动一场造成大量伤亡的恐怖袭击。
波士顿马拉松赛恐怖袭击案 ， 就是察尔
纳耶夫兄弟通过脸谱网站接受极端思想，
在自家厨房制作了简易爆炸装置 。 《纽
约时报 》 将该案称为 “社交媒体时代首
例全方位互动式全国悲剧”。

“基地” 组织还可以借助网络的优
势和便利条件制造低成本、 高回报的恐
怖氛围。 去年8月1日， 美国政府宣布截
获 “基地” 组织领导人之间的谈话， 发
现该组织可能袭击美国驻外机构， 就迫
使美、 英、 法、 德大规模关闭使馆， 撤
离人员。

从活动地域看 ， 本土化成为 “基
地” 组织实施恐怖袭击的另一大特征。

2013年2月1日， 美国驻土耳其使馆
发生自杀式爆炸案。 9月21日， 肯尼亚
内罗毕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发生恐怖袭

击事件。 伊拉克、 也门、 索马里频繁的
报复式连环爆炸都是由本土化的 “基
地” 组织干的。

“基地 ” 组织本土化直接促使中
东、 北非地区成为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美国本土也成为恐怖袭击的软肋。

“基地 ” 组织通过宣传 “圣战 ”，
鼓动欧美极端分子在本土进行恐怖活

动。 近年来， “基地” 组织半岛分支是
积极煽动美国国内极端分子进行本土袭

击的主要力量。 去年以来， 欧美地区频
繁发生的 “独狼” 式恐怖袭击， 大都呈
现本土化特征。

综上所述， 正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前
部长切尔托夫近日说的那样 ， 今天的
“基地” 组织比15年前还要危险。

（作者单位： 昆明民族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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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一场接一场， 包裹着白山黑水。
沈阳军区10多万名官兵闻令而动， 挺进林
海雪原， 开展冬季大练兵。

全区部队以 “能打仗、 打胜仗” 为标
准， 围绕使命课题， 全员额、 全要素、 全
过程展开实战化训练， 摸索出防严寒、 耐
饥饿、 抗疲劳和野外伪装等数百项新战
法， 有效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要投入战斗了， 可官
兵的子弹袋是空的

冬训命令下达后， 某炮兵旅立即组织
紧急战备拉动。

1月9日凌晨4时， 紧急集合号突然响
起， 各营连官兵迅速起床， 扛上背囊顶着
茫茫夜色向预定展开地域进发。

“前方即将通过染毒地段， 戴防毒面
具！” 一道命令让不少官兵出了洋相———
以往， 防毒面具都装在挎包里， 战士随手
就能拿到戴好。 现在， 挎包都装进新配发
的背囊中， 有的官兵翻了半天也没找到，
影响了部队行动。

队伍机动至某地域， 旅里下发通知，
要求机关干部检查各营连官兵背囊， 更多
的 “丑” 亮在大家面前： 有的官兵把背囊
当成杂货箱， 物品放得乱成一锅粥。

“该装的物品一件不能拉， 不该带的
东西一件都不能装！” 旅领导揪住问题不
放， 并按照实战要求下发了个人 《冬季被
装携行标准表》 和 《冬季被装携行摆放标
准示意图》， 标准表里列出从衬衣、 衬裤
到挎包、 水壶等21种物资， 示意图则把背
囊从上至下分为6层， 依次摆放棉鞋、 雨
衣、 大衣、 棉被、 床单和棉帽、 长衬裤和
内裤， 左右两边的耳袋里， 则分别装上迷
彩胶鞋、 洗漱用品。

同时， 根据实战需要把防毒面具、 图
上作业工具等从背囊里拿出来， 防毒面具
仍然背在身上， 图上作业工具装进专门的
作战包里。

就在同一天， 驻辽南某摩步团组织高
强度远距离奔袭训练， 参训官兵也被揪出
了与某炮兵旅类似的 “小辫子”。

队伍机动出营区没多远， 前方不同方
向突然出现几十个靶子。 电台里传来团长
李峰的紧急命令： “迅速整理装具， 补充
枪支弹药， 准备投入战斗！”

可是， 此时各连的战备子弹早已装在
车上拉走了， 子弹袋里空空如也。 赤手空
拳的官兵们面面相觑， 不知如何是好， 只
能如实向团长报告。

“战备子弹是干什么用的？ 为啥不发
放？”面对团长的质问，营连指挥员只得承
认：“以前紧急拉动一直都是这样搞的。”

“演练是为了打仗，仗怎么打，兵就怎
么练！”李峰团长当机立断，命令迅速发放
子弹，把部队带到射击地域，采取卧、跪、立
三种姿势，完成对不同目标的射击。

“训练是战争的预演， 今天训练走过
场， 明天打仗就会吃大亏。” 这两件事情
不大， 却引起陆军第39集团军领导的高度
关注， 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对各单位冬训携
行物资开展检查， 责令有关部门补齐了战
士背囊里缺少的物品， 调整不符合实战要
求的物资配载， 确保各项作战行动的物资
储备真正符合战时要求。

野炊有烟火， 炊事班
集体“阵亡”
在寒风呼啸的林海雪原里连续机动20

个小时后， 某工兵团二连来到一个山脚下
宿营。

炊事班立即埋锅造饭， 袅袅炊烟伴着
饭菜的香味儿飘出老远， 令饥肠辘辘的官
兵垂涎欲滴。 就在这时， 电台操作员突然
收到一份加急电报： 由于野炊烟火过大，
炊事班暴露目标， 集体 “阵亡”！

吃一堑， 长一智。 二连炊事班的警惕
性提高了， 第二天午饭时， 他们把锅灶支
在远离阵地的地方。 可没想到的是， 火还
没升起来就被告知： “你们已闯入敌防御
区！ 全班被 ‘生擒活捉’。”

“野外炊事保障同样是战斗行动， 若
忽视了战场要求 ， 战时就会付出血的代
价！” 上级考核组警告说。

秉持这样的理念， 沈阳军区各部队在
冬训场上一次次亮出 “红灯”， 引导部队
改变野战条件下炊事装备和人员训练模

式， 对搞好伪装、 消除烟尘、 减小热辐射
提出严苛要求， 逼着部队提高战场安全意
识。

有一天， 某团四连展开对阵地防御之
敌进攻战斗演练。连续三昼夜，红、蓝双方
你来我往，围绕严寒条件下机动行军、野战
生存、后装保障等课题展开对抗演练。

司务长闫文清说， 师团两级冬训考核
组严密监视 “战场态势”， 炊事人员只能
采用制式给养器材、 自制野战食品等保障
方式 ， 在没有热辐射的情况下保证供得
上、 吃得饱。

临近晚饭时间， 上级下达灯火管制命
令， 闫文清从副食箱内拿出一袋袋自热式
野战食品， 分发给参训官兵。 眼见着一把
雪、 一块冰竟然成了 “柴禾”， 放进食品
袋内， 一会儿工夫， 里面就出现了热气腾
腾的红烧肉盒饭， 色香味俱全。

尽管保障官兵们吃的不错， 司务长闫
文清还是在演练中被上级亮了不少 “红
牌” 和 “黄牌”。

陆军第16集团军军长高光辉说， 长期
不打仗， 让一些后勤保障人员滋生出不少
“和平积习”， 比如 “敌人打进来了， 炊事
班还在做饭”、 “明明是敌人阵地， 送饭
车还是硬要通过” 等， 这些毛病打起仗来
要吃大亏！

冬训中， 全区部队后勤保障人员对照
实战找差距，按照“完成一个课目，总结一
批成果，完善一次方案”的思路，对不同天
候和地域条件下容易出现的上百种情况进

行梳理、归类， 逐一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

肉眼看不见， 可无人
机看得一清二楚

某通信团指导员陈仁辉多次带领连队

参加冬训，每次都表现很突出。可就在几天
前，他却受到团指挥所领导的严厉批评。

原来， 连队奉命构设某新型通信指挥
车半地下掩体， 冰天雪地中战士们一锹下

去， 只能凿出一个白点， 任务困难重重。
没有挖到规定深度， 陈仁辉就收了兵。 结
果， 某新型通信指挥车被 “敌” 无人侦察
机发现， 遭到 “敌” 精确制导武器的毁灭
性打击。

事情过去一周多， 团领导的批评仍然
在陈仁辉耳畔回响 ： “只有隐蔽保存自
己， 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作为一名指挥
员， 必须牢记这个道理， 绝不能图一时省
事而遭灭顶之灾！”

让陈仁辉更难以忘记的， 还有一夜之
间从阵地上全部消失的各色旗子。 过去，
这些不同颜色的旗子在冬训场上代表红蓝

双方战车、 指挥所， 如今代替它们的是与
现地景观一致的掩体、 机动指挥所， 俨然
一个 “地下城堡”。

冬训督察组的紧盯 ， 让各种 “假把
式” 无处藏身。 陈仁辉所在集团军后勤部
在冬训中下发了 《工事伪装手册》、 《人
员伪装需知》、 《武器装备伪装细则》 等
11份规范性文件， 要求所属部队从实战出
发进行隐蔽伪装 ， 努力做到 “天上看不
见， 地上难发现”。

不久前的一天， 长白山腹地某陌生地
域气温降至零下22摄氏度， 某炮兵团经过
三天两夜紧急构工和精心伪装 ， 众多火
炮、 突击炮、 大型运输车等重型装备全部
进入地下、 半地下掩体， 一张张雪地伪装
网让指挥所和保障车辆与雪野融为一体，
官兵们心想： “这下蓝军肯定没辙了。”

然而， 数公里外的指挥方舱内， 该团
所在师保障部战勤科参谋关殿新， 将无人
机上热成像侦察系统回传的实时画面投影

在大屏幕上， 把洋洋得意的官兵们惊得目
瞪口呆： 一个个肉眼难以发现的目标， 在
热成像侦察系统面前暴露无遗 ， 该团人
员、 装备的数量和隐蔽地点在大屏幕上一
目了然。

团长齐瑞臣说：“我们现在请来的还只
是师里的侦察力量， 如果遇上具备红外侦
察、合成孔径雷达侦察、卫星侦察等多种侦
察力量的‘强敌’，那麻烦就更大了！”

官兵们如坐针毡， 各营连对照构工伪
装暴露的问题献计献策， 想出了100多个
“金点子”， 其中管制电磁信号、 地下工事
披上隔热伪装网、 放置角反射器等5类17
种招法被上级推广。

炮火不停， 抢修装备
还得进行

1月14日， 陆军第40集团军的装备保
障演练正在沈阳军区某训练基地开展得如

火如荼。
激战中 ， 电台里传来紧急呼叫 ：

“03， 我是09， 一辆给养车战损， 请求维
修支援！”

但 “09” 所在高地炮弹不断落下， 担
任抢救抢修组长的集团军修理营营长高峰

急了眼， 操起电话喊道 ： “炮火还在继
续 ， 我怎么上得去 ！？” 那边也不客气 ：
“仗结束了再修装备， 那还有啥用处？”

高营长这边刚放下电话， 那边指挥部
命令又来了： “1号高地附近两辆坦克、 1
辆轮式车辆遭 ‘敌’ 炮火毁伤， 命令你部
立即赶赴现场抢修！”

“上！” 高峰营长只好冒着枪林弹雨
带上抢修抢救车， 驶向毁伤装备所在高
地。 硝烟中， 他们把受损装备拖至20米开
外的隐蔽地带， 立即开始抢修。

一声巨响，一枚炮弹落在抢修点附近，
爆炸的冲击波把两名修理工掀倒在地。在
场的人都惊呆了，两名修理工一身尘土，好
在只是头部受了些皮外伤，并无大碍。

炮火没有减弱的迹象 ， 短短十几分
钟， 就有4发炮弹落在抢修点周围。 望着3
辆修好的受损装备呼啸着重新投入战斗，
带人快速撤出的高营长长出了一口气， 满
脸苦笑地说： “当兵20多年了， 大小演习
也参加过几十次， 但离炮火这样近抢修装
备， 还真是头一回！”

实战化练兵， 不能怕
出安全事故

不久前， 沈阳军区某摩步旅组织的严
寒条件下战术综合演练在辽北某复杂山林

地域打响。 蓝军10多个电磁干扰分队同时
向红军发起进攻， 红军指挥中枢当即瘫
痪， 各级指挥员成了 “聋子” 和 “哑巴”。

红方也不甘示弱。 他们运用 “一键双
机、 快改快通” 等战法多网交替指挥， 不
断与蓝方周旋， 依靠 “电磁游击战”， 始
终保持了对部队的实时指挥。

激战中， 右翼攻击群的一辆坦克前进
途中滑进冰潭。 装备抢修人员赶到后， 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坦克拖出来， 但装
备已经出现严重机械故障， 驾驶员和两名
乘员的头部、 膝盖受伤。

演习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安全事故。 机
关有人向旅领导吹风， 建议把演练的节拍
放慢一些、 难度降低一些， 免得 “年初出
事， 一年白干”。

“继续演练， 加大难度！” 旅长李宝
东和政委曲升云的意见不谋而合， 他们迅
速向右翼攻击群下达命令： “6号高地发
现 ‘敌’ 一个加强营， 命你群迅速合围，
限1小时内到达并组织攻击战斗！”

坦克分队机动途中， 一个40多度的山
坡横亘在面前， 已经超过训练大纲规定的
坦克爬坡安全角度， 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
亡。 但如果此时绕道前行， 肯定会贻误战
机。

“训练就是打仗， 平时避风险， 战时
会更危险 。” 正当官兵们犹豫不决之时 ，
电台里传来命令： “左右通路被炸毁， 坦
克群迅速爬坡通过冲上高地！”

军令如山。 四级军士长王来达是头辆
坦克的驾驶员， 这位特一级驾驶员参加大
大小小演习上百次， 却是头一次遇到如此
高难的演练课目。 他心一横， 驾驶着坦克
向山顶冲去。

山坡上凹凸不平， 结满冰碴， 履带不
停打滑。 炮弹落在附近， 炸飞的碎石溅在
坦克上噼啪作响。 王来达减小油门， 增大
履带与地面的摩擦力， 并不断与车长沟通
修正方向， 使坦克平稳行驶。 15分钟后，
坦克群全部越过 “鬼门关”， 成功引导步
兵占领了高地。

冬训中， 沈阳军区某摩步旅把过去不
敢练的40多个课目搬进险境绝地， 14种武
器弹药全部在严寒环境下实现精确打击，
某型新特弹药首次在冰天雪地实射检验中

打出好成绩， 10多项战训法和20多种革新
成果接受了演习检验。

信息化装备价值昂
贵，但不能是“娇小姐”
去年以来， 陆军第40集团军建立起横

向互联、 纵向互通的信息指挥系统， 他们
决定借助冬训， 来检验这套系统在严寒条
件下的实战能力。

前两天， 演练地区室外温度降到零下
20摄氏度。 装备拉到野外调试时， 指挥车
上的电脑无法开机。 车内加热后， 系统运
行存在反应速度慢、 接收无线数据成功率
不高、 通信距离缩短等问题。

有些单位开始犯嘀咕： 信息化装备价
值昂贵， 好像 “娇小姐”， 林海雪原气候
恶劣， 不安全因素多， 万一出个啥事， 弄
坏了这些宝贝疙瘩， 怎么向上级交代？

“装备配发下来就是让训练的， 谁能
预料未来战争是在什么天气打响？” 集团
军党委 “一班人” 的命令掷地有声， “哪
里温度低， 就在哪里练兵， 并且要从难从
严设计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演练课题。”

很快，集团军所属部队立即打开库房，
把全部指挥控制装备拉出营区， 开展野战
生存训练，进行装备效能测试。一切准备工
作刚刚就绪，集团军就下达了演练课题。

受领演练课题后， 某旅首长机关从方
案拟制到组织战术推演， 着实下了一番功
夫， 上下都觉得成竹在胸。

然而， 演练一开始， 旅后指的电台车
只发出两道指令， “敌” 精确武器便将其
摧毁。 他们迅速命令应急通信保障方舱火
速驰援指挥所， 可方舱开设后不到15分钟
又遭到强电磁干扰， 通信再次中断。

比后指更惨的是预指 。 演练刚刚过
半， 一道 “敌” 情通报把预指调动到30多
公里外， 一干人马行至某山谷时， 无线电
通信遭到不明干扰， 无法进行通联。 指挥
员拿出地图一看顿时惊呼 ： “我们被
‘涮’ 了， 附近是矿山， 有磁性干扰！”

最受煎熬的是担负主攻任务的两个

营，一天之内遭受网络攻击、电磁干扰等13
个波次“大考”，官兵们运用通信方舱信道
调度、路由探测仪侦测等手段一一应战。演
练结束时，1名报话兵累得晕倒在地。

演练昼夜连贯实施 ， 在强电磁干扰
下， 集团军2号指挥网 “失灵”， 被迫转入
备用信道通联。 预指通信枢纽节点被 “摧
毁”， 指挥部采用3种预先准备的通信手段
才得以继续指挥。

官兵们也想法设法应对严寒。 一些部
队采取提高燃油、润滑油指标的方法，解决
车辆启动、 天线升降问题。 还有的采用包
裹、遮盖方法，给各种电台、车载通信装备
加装防寒棉罩，为各类耳机话筒、电池制作
保暖护套，提高它们的低温工作能力。

据了解， 全区部队针对冬季信息化条
件下作战中部队机动变化多、 电磁环境复
杂化、 参战力量多元化的实际， 集中破解
加强机动通信训练、 抗干扰训练等数十个
重难点问题， 锤炼了指挥控制系统和信息
化主战装备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沈阳战区部队冬训

观 点

军事看点

1月19日， 沈阳军区长白山天池哨所官兵在巡逻。 阎江华摄

2014 实字当先

1月20日， 沈阳军区某边防团官
兵在巡逻途中食用自热食品。

席运刚 盖旭辉摄

1月4日， 沈阳军区某红军师官兵在野外行军。 李祥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