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1月 16日 星期四本版编辑 / 赵飞鹏 王裴楠

Tel：010-640983328
www.youth.cn

军事周刊
7-8版

□ 蒋国语

“接上级通报，一伙‘暴恐分子’在

市区实施袭击后，劫持‘人质’向西北方

向山区逃窜，并藏匿于某山洞处，命你部

迅速前出捕歼！”

初冬的雪域高原，天寒地冻、滴水成

冰，正是练兵好时节。

在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武警西藏总队

日喀则支队某特战分队接导调组命令后，

迅速摩托化机动向目标地域进军。

据了解，此次演练，特战队员们要在

海拔 4000 多米的野外陌生环境下连续追

踪数天，其间导调组还穿插安排了大量突

发情况。

“把条件设难、环境设险、情况设

真，不仅考验队员们对高寒缺氧环境的

承受力，更检验大家的实战能力，激发

潜能、锤炼意志，打造素质全面过硬，

能够随时遂行多样化处突反恐任务的特

战尖兵。”现场导调的支队参谋部参谋黄

智介绍。

在摩托化开进数公里后，前方因道路

结冰无法通行，大家只能弃车全装开展奔

袭。山路陡峭，崎岖难行，很快队员们就

遇到了第一个难题，由于行军路线距离预

定目标地域偏差了 5 公里，要想按时到

达，就必须从面前垂直角度近乎 90 度的

断崖上索降下去，直插目标点位。

爬雪山、跨冰河、冲险坡……在 4个
多小时的长途跋涉中，队员们先后在实战

化背景下完成了武装越野、搜索射击等

“开胃”课目，并按照计划成功抵达预定

地域，开始进行短暂的休整。

“送餐的兄弟啥时候到？”队员们早已

是又渴又累，然而，按惯例在休整地点等

候的炊事班今天却不见了踪影。

“据通报，后勤保障分队途中遇袭，

今天全天都没有食物和饮用水提供，大家

只能依靠自己，就地取材解决。”接下来

导调组的话让大家心凉了半截，第一次参

加实战演练的队员罗文楷有些不理解：

“连后勤都跟不上，还怎么打仗？”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谁能保障餐餐

都有热食？如果你的小队孤军深入持续作

战，就直接投降吗？”导调员的话让罗文

楷哑口无言，好在小队长李刚有着丰富的

经验，他迅速将队员们分为取水、生火和

寻找食物 3个小组，指挥大家分头行动。

很快，取水组取来冰块，融化后再通

过三角巾、木炭、棉花和纱布顺利过滤出

饮用水，负责寻找食物的小组也成功带回

了几只野兔。然而生火组却遇到了麻烦，

由于空气稀薄，大家数次尝试钻木取火的

方式，都只见丝丝火星，没能顺利生火。

眼看休整时间所剩无几，藏族特战队员扎

西突然想到可以利用炽烈的阳光，通过凹

凸镜生火。

最终，队员们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休整

和补给，继续向高原腹地搜索行进。在各

分队拉网式的排查下，队员们发现了“暴

恐分子”留下的生活痕迹，侦察员张浩立

即操作无人机腾空而起实施侦察。

在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画面上，距队员

们所在地不远处的半山腰，赫然出现两个

可容多人藏身的山洞。“以小队为单位从

山脚交替掩护冲至山腰，隐蔽接近敌人，

先投掷爆震弹再实施火力打击……”在明

确“敌”火力点、人员数量、位置信息

后，中队长刘广才立即利用木棍和沙地绘

制战术图并交代注意事项，“特别注意，

由于犯罪分子劫持 4 名‘人质’，各小组

在行动中务必要避免造成‘人质’伤亡，

力求以最小代价完成任务。”

行动悄然展开，队员们分组向山上包

围，利用天然形成的沟壑隐蔽行踪，在

“暴恐分子”眼皮子底下摸到山洞口，狙

击手占据有利位置，在爆震弹的掩护下，

突击组迅速突入山洞，打了“暴恐分子”

一个措手不及，成功“歼敌”并解救“人

质”，完成了一场漂亮的捕歼战。

“仍有 3 名‘暴恐分子’向西南河谷

林地区域逃窜，命你部迅速追击！”还不

等队员们歇口气，下一场战斗又接踵而

至。河边树丛中枝杈丛生，遇到路上的树

枝藤蔓，队员们用砍刀砍、用手扯，有几

名队员手被划伤，鲜血直流，但大家都咬

牙坚持，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极限，誓要拿

下这一关的“通关卡”……

然而，由特战骨干扮演的“暴恐分

子”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打

起了游击，已经有些疲惫的队员们一旦稍

有松懈，就被“暴恐分子”从暗处偷袭得

手。虽然最终成功“歼敌”，但小队也付

出了 6名队员“阵亡”的代价。

一路行军，一路情况不断，队员们不

敢再有半分懈怠，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向下

一个目标地域进军……

夜幕降临，完成一天课目的特战队员

顺利到达宿营点，正准备休息调整的时

候，又接到开始夜间抗压训练的命令。顾

不上长途行军的疲惫，队员们背起行囊再

次出发，按照路线指示到达位于荒郊野岭

的一座房屋。

在光线昏暗的房屋中，已经连续作

战 10 余小时的特战队员们需要在 10 分

钟内对隐蔽的电话号码、“暴恐分子”

内部通联表、营地部署图等作战信息进

行甄别并快速记忆，随后在一张试卷上

进行作答，并绘制“暴恐分子”营地部

署图。

“这个时候已经身心俱疲，加上紧迫

感带来的心理压力,要记住这些信息非常

困难，但是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耐

力、体力、记忆力等各方面都过硬，才能

真正做到拉得出、打得赢。”以满分成绩

完成这一课目的队员杨华说。

“把反恐演训的战场，不断向陌生

复杂地域和极端恶劣环境延伸，从难从

严 开 展 实 兵 、 实 装 、 实 情 的 综 合 演

练。”该支队主要领导介绍，“就是要全

方面检验提升特战队员的体、技、智能和

协同作战能力，为遂行高原反恐任务打牢

坚实的基础。”

凌晨时分，高原的夜晚万籁俱寂、安

宁祥和，点点星光下，队员们卸下一天的

紧张和疲惫，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然而，

对于特战队员来说，“最舒服的永远是昨

天”。就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后，等待他们

的将是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

□ 吴敏文

11月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菲
律宾。这是岸田文雄首相任上对菲律宾的
首访。依据日本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
强化支援”机制，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海岸
监视雷达等装备，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透露
出日本的战略图谋。

是什么

什么是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
支援”机制？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对亚洲，
包括东南亚国家的野蛮侵略和掠夺，战败
的日本在世界上很孤立。为了摆脱这种局
面，也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打开海外贸易
市场，经济逐渐恢复的日本开始对一些国
家进行“政府开发援助”。为此，日本于
1992 年首次制定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后在 2003 年、2015 年两次修订，2015 年
改名为《开发合作大纲》。

2022 年 12 月，日本政府发布关于防
务与对外关系的新版三大战略文件，即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宣布在未来5年
将防卫费提升至前所未有的 43 万亿日
元，这被外界解读为日本防卫政策发生了
显著改变，其防卫政策日益外向化和具有
进攻性。

正是在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指导下，今年 4 月，日本政府修订了

《开发合作大纲》，援引 2014 年 日 本 国
家 安 全 保 障 会 议 确 立 的 “ 防 卫 装 备
转移三原则”，设立“向拥有共同价
值 观 国 家 的 武 装 力 量 直 接 提 供 支 援
的 政 府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强 化 支 援 机
制”。据此，日本在 2023 财年向菲律
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斐济等国家
提供20亿日元的相关装备。

据此机制，日本提供的装备主要用于
对受援国领海与领空的监视，应对灾害
及搜救等人道主义目的，强化联合国维
和行动能力等，此次岸田文雄访问菲律
宾向菲方提供 5 套固定式海岸监视雷
达，部署在菲律宾的 5 处沿海点位。为
将分散部署的 5 套海岸监视雷达联网，
日方提供了所需的通信系统，菲海军计
划将其用于海岸监视。

为了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摆脱国
际孤立和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用于“政
府开发援助”的资金达到国民总收入
0.4%，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此比例提升至

0.7%。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
式不同，但“政府开发援助”仍然是一笔
不小的数额。

单从名称上看，从“政府开发援助”
到“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其意
味已经大不一样。它不但从相对单纯的

“援助”变为强化“安全保障能力”，而且
用途也大不一样。对此，国际舆论即将其
界定为“政府开发援助”的军事版，是日
本政府的“军援联络站”。

日本此次向菲律宾海军提供的海岸监
视雷达及通信设备，虽然不是具备直接杀
伤能力的武器，但对现代战争和军事行动
而言，情报侦察和信息获取能力甚至比直
接杀伤能力更加重要。这至少意味着，日
本以国家主体的对外“援助”，其军事用
意已经无法掩盖。

为什么

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机制和它的 2023 财年计划，是向菲律
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斐济等4国提
供相关装备，为什么菲律宾成为它的第一
个提供对象？

这首先与菲律宾军队的装备状况和来
源有关。菲律宾人口1.1亿，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不到3600美元，年度国防预算约为40
亿美元，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
不足以支撑一支装备先进的军队。

菲律宾军队的整体装备水平较落后，
很多装备是美国、日本等国退役的二手
装备。例如，菲律宾空军的 P-51“野
马”战斗机，是美国北美航空公司上个
世纪40年代的产品，二战后退役转交给
菲律宾空军，至少在21世纪的前10年还
在服役。菲律宾海军的“汉密尔顿”级
巡逻舰，也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品。至
2016 年 7 月，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
后，共向菲律宾海军交付 3 艘，现仍在
使用。

日本并不是第一次向菲律宾提供武器
装备。2017 年，日本修订 《自卫队法》，
允许将自卫队的二手装备免费或低价转让
给其他国家。此后，日本分批次无偿向菲
律宾提供了12艘巡逻艇。菲律宾也从印

度、韩国等采购少量价格实惠、比较先进
的武器装备。

菲律宾现任总统马科斯上任以来，加
大了与日本发展关系的力度。今年2月，
马科斯访问日本，表示在与日本缔结部队
互访协议上持开放态度。日本承诺向菲律
宾提供1500亿菲律宾比索 （约合27亿美
元）的投资，这对菲律宾具有巨大的诱惑
力。今年8月，日本“出云”号直升机航
母首次停靠了菲律宾苏比克湾。

菲律宾由大小 7000 多个岛屿组成，
在东南亚国家中地理位置独特，北隔巴
士海峡与中国台湾省相对，南和西南隔
苏拉威西海、巴拉巴克海峡与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相望，西濒南海，东临太
平洋。其中，吕宋岛与中国台湾省仅
仅相隔一个巴士海峡，其最北端与台
湾距离最近处只有约 360 公里。巴拉望
省是一个狭长的群岛，呈西南-东北走
向，全长约 322 公里，紧挨中国南沙群
岛，这使得菲律宾从地理上天然具有最
接近我台海和南海的特点。这应该是日
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
将菲律宾作为第一个支援对象的重要原因
所在。

将怎样

受制于二战后的和平宪法，日本在军
事力量发展、军事活动开展方面一直受
限。日本加强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
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是其挖空心思规避
和平宪法制约，加强军力和拓展军事活动
空间的重要举措，其走向不仅在日本内部
充满矛盾，而且也将给地区国家带来难以
预料的风险。

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一开始就冲击和
平宪法。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
立“警察预备队”。1954年改名为“陆上
自卫队”，此后拓展出海上自卫队和航空
自卫队。1954年7月，日本颁布《自卫队
法》。自卫队员加入自卫队时的誓词有

“我保证遵守日本宪法和所有法律法规”，
但是，日本宪法并没有自卫队的容身之
处。也就是说，无论是依据修改后的《自
卫队法》，还是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

强化支援”机制，向他国提供武器装备都
违背日本和平宪法。

近年来，日本加强所谓西南方面的军
事部署，在琉球群岛距台海最近的与那国
岛建设军事设施，部署海岸监视部队、电
子战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此番岸田访问
菲律宾，除了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和通信系
统外，双方同意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
判，这是一个奠定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协
定，一旦达成，双方即可在对方国家部署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对此，国际舆论普

遍认为，日本此举是为干预南海事务进行
准备，为其所谓东海、台海、南海“三海
联动”战略服务，可谓居心险恶。

与此同时，日本此举也有与中国争夺
对东南亚国家影响力之意。据今年年初新
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亚细安研究
中心发布的 《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东南亚最具经济、政治
和战略影响力的国家。

日本自 2010 年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过
后，至今经济体量已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强。在经济能力和影响力下滑的情况下，
日本企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签署海岸警卫
合作协议、帮助训练海岸警备队人员、援
助海上巡逻艇、提供反潜巡逻机等，帮助
相关国家提高海上警备能力，以拓展日本
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安全保
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军
事援助机制，日本政府将每年划拨预算，
拉拢相关国家，达到在地区内渗透力量、
拓展影响力、增强话语权的目的。

岸田文雄一直重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
的关系，他在安倍晋三政府担任外务大
臣和防卫大臣之时，就已经表现出这种
政策方向。他的现行政策，不过是安倍
政府时政策路径的延续和发展。日本鼓
励菲律宾或日菲联手在南海生事，无疑
值得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日菲加强军事合作的战略图谋

高 原 砺 剑高 原 砺 剑

压题图片：狙击小组占据制高点提供火力支援。

刘 爽/摄

□ 李 政 王文洲 雷达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博

初冬时节，第 71集团军某合成旅将

部队拉到某陌生地域，展开多兵种、跨昼

夜、全要素对抗演练，破解部队在作战指

挥、兵力协同、技战术融合等方面存在的

重难点问题。

破晓时分，伴着一阵急促的哨音，战

斗打响了。侦察分队率先利用多种手段

对“敌”实施多维立体侦察，在无人机将

“敌”前沿阵地重要目标及时回传至指挥

所的同时，地面侦察小组对“敌”纵深、侧

翼及“敌”后进行渗透侦察，引导炮兵分

队实施火力打击。

研判“敌情”后，指挥所命令所属炮

兵分队快速占领射击阵地，选择有利地

形展开炮阵地构设和战斗队形配置。指

挥员根据分析整理后的信息，指挥炮兵

分队进行先期火力打击，经过火箭炮“覆

盖式”和自行榴弹炮的集火精准打击，

“敌”炮阵地被成功摧毁。

与此同时，步战车、坦克等多型装备

按照作战编组迅速向预定地域机动集

结，官兵们在机动途中还要应对小股“敌

人”袭扰、炮火封锁和通过染毒地带等特

情。占领阵地后，炮兵、通信、工兵等作战

和支援保障力量迅速展开，密切协同做

好战斗准备。

“道路遇障，工兵前出开辟通路！”工

兵分队在支援火力掩护下，顺利抵近前

沿，爆破手灵活使用某型火箭爆破筒实

施定点爆破，在“敌”布下的层层障碍中

撕开“口子”，引导后续部队快速开进。随

后，各作战要素采取多路进攻、交替掩护

的方式，展开多波次、全方位火力打击，

成功突破“敌”封锁线，向纵深发起进攻。

“全连注意，开始射击，3发急促射，

放！”在纵深夺要期间，左翼突击群遭

“敌”拦截火力点，迫击炮分队迅速占领

炮阵地、装定射击诸元、完成射击准备，

对“敌”火力点进行精准打击。经过几轮

打击过后，“敌”火力点被成功歼灭。

此次演练，开展政治工作的手段更

加多元，舆论攻心、演练取证、宣传鼓动

等多个手段被灵活运用。

无人机操作手付少旋介绍，在演练

中，官兵根据演练态势，灵活使用心战无

人机、宣传弹发射器、多功能喊话器、无

人机器狗等装备器材，充分发挥政治工

作的“生命线”作用，有效激励我方士气、

瓦解“敌”方心理防线。

入夜，演练仍在继续。炮兵分队转移

阵地后，集火对核心目标地域实施炮火

覆盖，精确命中目标。

该旅领导表示：“这次演练，我们把

诸多专业力量有机融合起来，将各兵种

各分队各要素形联神聚、融为一体，把

‘硬指头’攥成‘铁拳头’，实现了战斗力

生成由‘加法’到‘乘法’的转换跃升。”

合成突击

□ 方思航 张元虎 叶宇骏 文并摄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 9 时许，中巴两

国参演舰艇陆续驶离巴基斯坦卡拉奇港，

奔赴阿拉伯海以北演练海域。至此，中巴

“海洋卫士-3”联合演习正式转入海上联

演阶段。

舰艇离港后，我海军淄博舰、荆州

舰、千岛湖舰和巴海军“沙贾汗”号护卫

舰等 6艘舰艇按照指令组成单纵队，一同

奔赴演练海域。此外，我临沂舰与巴“赛

义夫”号护卫舰按计划组成舰艇编队，位

附近海域执行海上联合巡航任务。

10 时 30 分，演习第一个课目临检拿

捕拉开帷幕。接编队指挥所情况通报，由

我淄博舰和巴“佐勒菲卡尔”号护卫舰扮

演的商船，可能携带不明非法货物，令我

荆州舰和巴“提普苏丹”号护卫舰备便小

艇，做好登临检查准备。

不多久，荆州舰特战队员搭乘小艇，

快速靠近“佐勒菲卡尔”号护卫舰，并实

施攀爬登舰。与此同时，巴特战队员也先

后登上淄博舰甲板。

“佐勒菲卡尔”号护卫舰上，我方特

战队员密切配合，对舱室进行交替搜索。

淄博舰上，巴方特战队员相互掩护，迅速

控制驾驶室。经检查询问，双方特战队员

均未发现不明非法货物。演练结束，淄博

舰官兵还与巴特战队员围绕演练课目的战

术动作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并互致问候。

14 时许，参演兵力转入航拍演练。

双方共计 11 艘舰艇按计划组成航拍队

形，巴岸基直升机和我舰载直升机相继起

飞进行了航拍。

海上联演首日，中巴双方舰艇还开展

了防空演习、通信演习、联合反潜等多个

课目训练。演练中，双方舰艇轮流担任指

挥舰，互派观察员上舰观摩演练的组织与

实施。

“接触中增进友谊，交流中深化互

信。”编队领导说，此次演练沟通协调复

杂、兵力编成多样，两国海军已在港岸阶

段进行多次联演方案磋商，彼此间协作能

力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

力不断提升。

中巴“海洋卫士-3”联合演习转入海上联演阶段

当地时间 11月 14日 9时许，中巴两国参演舰艇陆续驶离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奔赴阿拉伯海以北演练海

域。图为编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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