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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贝雷帽”是俄罗斯宪兵的别称，曾

执行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等重大安保任务，在
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更是不可或缺。日前，俄罗

斯《消息报》记者采访了宪兵中校科切索科
夫，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红色贝雷帽”出生

入死、拯救生命的惊险历程。

重大活动不缺席
科切索科夫，1979年生于纳利奇克，在父

亲的坚持下，先在家乡念完建筑中等技校，再

考入克拉斯诺达尔高等航空学校，2001年成为
空军航空武器工程师，几年后，他转到指挥岗

位，当过排长和连长，再调到母校任学员连连
长。业余时间，他完成函授高等司法教育课程。

2011年 12月 1日，俄国防部成立宪兵，四处招

兵买马，科切索科夫于是有了当宪兵的机会。
2016年，科切索科夫出任克拉斯诺达尔

卫戍区司令，“那时候，除了司空见惯的军事
任务外，我们还被赋予监督和讯问职能，我接

受的司法教育正好派上用场。宪兵编制内有
讯问处，登记军人犯罪情况，做出诉讼判决，

如果证据确凿，再提起刑事诉讼，但卫戍司令

要签署所有诉讼文书，并为此承担责任，更要

充分掌握联邦行政处罚法和刑法典”。过去 10

年，该卫戍区参与俄南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2014年索契冬奥会，他们负责保护赛事重要

目标；2015年克里米亚危机，“红色贝雷帽”看
护刻赤半岛通往克里米亚的渡口；2018年足

球世界杯，西班牙队在索契和克拉斯诺达尔
生活训练，也是由俄宪兵负责。

抢救被围战友
2015年，俄军开赴叙利亚反恐作战。2017

年，科切索科夫率俄宪兵一个排进驻该国某

机场，由于叙政府军同当地反对派达成停火
协议，因此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介入冲突。但

计划没有变化快，有一天，某一派武装撕毁协
议，企图袭占机场，执勤的科切索科夫等人被

包围，他向驻叙俄军部队集群司令苏罗维金

求援。“上级派来一架无人机，所有信息能实
时传到指挥所，苏罗维金将军统一指挥，援军

除了动用编制内武器，还派出飞机轰炸，为围

宪兵提供火力引导，把群聚的匪帮炸得七零

八落。”最终，宪兵排突出重围，与援军会师，
自身没有任何伤亡。

“红色贝雷帽”在叙利亚的任务很广泛，

除了迫不得已的军事行动，干的最多的是保
障责任区内的人道救援，与武装派别谈判。科

切索科夫说：“这时，所有感觉细胞都调动起

来，危险始终萦绕左右，但在我的实践中还没
出过意外。只有一次，武装分子恐吓我们，他

们不会说俄语，便用大拇指在喉咙处划一下，
但这些威胁不起作用。一般情况下，形势不会

那么紧张，有一次我们的虎式装甲车爆了一

个轮胎，还是武装分子帮我们换的，后来他们

选择携械加入政府军。”
科切索科夫表示，谈判最复杂的情况是

如何适应对方的心理，“他们尊重实力，亲眼
看到后才相信。如果你向他们表明你比他们

强大，不会退让，你就有机会，谈判就会有好
结果，当然，有时不得不虚张声势”。在他的记

忆里，还没碰到谈崩的时候，武装分子通常会

同意俄方的条件，但不是所有人会遵守协议，
武装团伙有时会在停火后攻击叙政府军，俄

方找他们交涉时，他们却把责任推诿给别的
团伙，而这些团伙在叙利亚多如牛毛。常立军

准时起飞
凌晨 4时，科尔沁草原深处伸手不见五

指，只有无人机地勤站上的五个裹有迷彩布

的头灯闪烁着微光，为保证飞行安全，那里
正紧张运行。

“地面控制站发射阵地一级准备完毕！”
“各站注意，一分钟后，无人机准备

起飞！”

“等等！”技术勤务上士刘春江报告：“无
人机底部有油渍，有漏油风险。”别人眼中的

小问题，逃不过他的眼睛，若油箱漏油还贸
然起飞，无人机可能有去无回。

“命你们 6时对 3号地域进行侦察。”导
调组下达指令，站内气氛骤然凝重。如果油

箱真漏油，就要找出原因、排除障碍，还要重
做起飞准备，准时起飞恐怕不行。

“军令如山，必须让无人机准时传回侦
察数据！”刘春江跳上发射架，趴到无人机下

面检查油渍痕迹，发动机、输油泵、油箱……
机体每个零件，他都如数家珍。别人查故障

要 20分钟，他只需要 5分钟。
“找到了！”由于草原气候干燥，油箱的

橡胶输油管老化，油箱和输油管接口处有细
小裂痕，少量油渍是从那里渗

出，如不仔细

看，根本发现不了。仅半小时，刘春江就排除

故障，无人机也准时传回侦察数据。

欲擒故纵
为了锻炼战士，连长杜文举特意让年轻

下士张健坐到飞行控制工位，而自己则在指
挥车的挂图旁坐下。“无人机在地上，有故障

还好排除。可到了天上，那考验就大了。”杜
文举眯着眼睛，用手指往地图左下角划了个

圈。“那次实兵对抗，就在这个地域，我们差
点丢了无人机。”说到这里，杜文举眼神里带

着一丝自豪，“但我们却利用电子对抗分队
的干扰信号，打了翻身仗！”

那次侦察，无人机顺利进入作战地域，
可就在它准备进入预定侦察地域时，误入

“敌”人的陷阱，信号在连接和失锁之间不断
闪烁。经验丰富的杜文举觉察到无人机可能

接近“敌”信号封锁区，如不及时处置，无人
机就会变成断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回了。杜

文举立刻向无人机发送右盘旋指令，
屏幕上代表无人机

的光斑转了个 90度弯，向北飞去，不出几秒

钟，信号强度就恢复到满值“5”。紧接着，杜
文举又发送几道指令，无人机又飞回刚刚信

号即将失锁的位置，果然信号值又开始下
降，杜文举频繁向无人机发送盘旋指令，并

用白板笔在屏幕上画出无人机控制遭干扰
的环状区域。“就是这个圈，是‘敌’电子对抗

部队布的套，所有侦察机一律避开。”随即，

通过“欲擒故纵”策略获取的珍贵情报迅速
传递给其他无人机飞控手，他们主动规避信

号干扰区，规划最短路线，迅速完成侦察。这

一回，张健也是根据连长的建议，让无人机
巧妙避开封锁线，以最优航路获取情报，并

且从起飞到回收，节约近一半的时间。

不可侥幸
不知不觉，到了无人机准备下降的时

间。“无人机即将到达预定降落区域，准备降

落！”张健接到指令，立即收小油门，让无人
机阶段性减速。“通过第一个调整点。”“通过

第二个调整点。”……此时杜文举站起身子，
盯着屏幕上的无人机光斑，神色突然凝重起

来：“速度太慢。”

为提高无人机着陆安全性，飞控员要尽

量减轻无人机着陆前的重量，为此都根据任
务航程精细计算用油量，以便在准备着陆时

耗光。张健第一次独立当飞控手，降落时遇
到大风天气，只好开启手控回收模式，但无

人机降落速度过慢，导致无人机在到达指定
停机点前就快耗光油料了。

“无人机上有卫星定位系统，就算飞不

回来，也能轻松找到。”张健对自己失误还有
一丝侥幸。

“如果不能在预定地域回收，我们就要
耗费大量时间寻找无人机，就会贻误战机。”

杜文举一边目测无人机距控制站的距离，一
边给张健讲明利害，“如果两军交战，无人机

万一落在敌军管控范围，无人机的侦察数据
和技术都会落到敌军手中，损失不可估量。”

“俯冲！加速！”杜文举果断指挥张健，调
整飞行角度，开大油门，在飞行过程中不断

调整姿态和速度。最终，无人机后侧一朵伞
花迎风绽放，准确降落在预选地域。

向勇 邢鸿剑

炮兵有了“飞翔之眼”
中国侦察校射无人机操纵体验

它体态轻盈，能在强风中完成航拍任务；
它测绘精确，能在特殊地域传回作战信息；它
功能强大，能准确评估毁伤效果。日前，北部战
区某炮兵无人机分队展开实兵实装演练，这组
图文为您全景展示无人机发挥的巨大作用。

国造利器

“红色贝雷帽”深入“叙利亚虎穴”

■ 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 飞控员密切跟踪无人机动向 ■ 无人机地面控制站的操控工位

■ 俄宪兵在刚刚解放的巴尔米拉古城 ■ 俄宪兵出征前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