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征程

特殊存在
埃及军政体系中，GID拥有许

多特权，人称“国中之国”。其前身

是1954年3月创立的情报局，后由

内政部长兼首任情报局长扎卡里

亚·穆希丁扩建为GID。继任局长纳

斯尔是时任总统纳赛尔的亲信，他

争取来大量资源，设立无线电侦察、

计算机、秘密行动等专项机构。

1970年萨达特总统上台后，更加看

重情报工作，GID地位进一步突出，

甚至有自己的特工学校。直到今

天，GID依然是埃及安全战线的主

角，谁要在公共部门任职，就必须先

通过GID的政审。

虽然行政上隶属内政部，但

GID各项工作都向总统汇报，由总

统过问并下达任务，经费也都从总

统办公室支取。当年纳斯尔局长曾

开设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外贸公司，

所得利润用于支持部门运营。GID

局长通常由军方或警方高官担任，

像1993年接掌GID帅印的苏莱曼

就表示，其“首要或者说唯一任务就

是捍卫国家政权和保护总统”，现任

局长卡迈勒就兼任埃及总统塞西的

顾问，除负责情报工作，还参与外交

事务。很长时间里，GID都行事低

调，连局长履历也保密，直到2011

年埃及政局大变后，GID才逐步揭

开神秘的面纱。

“停火专家”
西方情报界公认，GID是对中

东非正规武装组织以及宗教极端组

织洞察最专业的机构之一，特别是

对哈马斯、杰哈德等反以武装有较

大的影响。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

程启动后，埃及一直在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之间扮演“关键调停人”，而

真正的“话事人”就是GID，尤其

2007年哈马斯将巴解组织主流派

法塔赫逐出加沙后，GID充当了各

方势力与哈马斯进行“有价值对话”

的重要桥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

会高级研究员莎拉 ·叶克斯将GID

称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自然

的停火专家”。从2006年至今，历

次巴以重大冲突，都是由GID出面

斡旋，实现停火，GID也堪称埃及

“情报外交”的“撒手锏”。

鲜为人知的是，GID同时与以

色列、哈马斯保持情报合作关系。

一方面，埃以自从1978年实现单独

媾和后，双方情报界也从“敌人”变

成“伙伴”，以军退役少将亚伊尔 ·戈

兰曾透露，2001年后，GID与以色列

摩萨德在安全合作方面达到“前所

未有的水平”，摩萨德多次向GID传

递极端组织袭击埃及基础设施的消

息，而GID也频繁向以方提供哈马

斯的内情。另一方面，埃及和哈马

斯也“互有所需”，前者需要避免加

沙完全失控，导致大量武器和极端

分子流入存在动荡的西奈半岛，加

剧那里的暴力活动，而哈马斯需要

埃及开放拉法口岸，确保加沙的生

存，这中间的讨价还价，往往都由

GID幕后操盘。2021年5月，现任

GID局长卡迈勒在加沙会见了哈马

斯政治局领导人，接着又去见时任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一度重启了陷入僵局的巴

以和平进程，也为埃及带来相应的

外交和政治收益。

积累筹码
实际上，GID在调停巴以冲突

中所显示的能力，让埃及看到了巨

大“商机”，借此巩固在中东的政治

地位，向西方“抬高身价”。阿拉伯

研究学会杂志《贾达利亚》编辑穆

因 ·拉巴尼指出，“开罗正试图利用

与哈马斯的关系来‘提高其在华盛

顿的地位’”。多年来，埃及都致力

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合作。20

世纪90年代，埃及政府迫于政治压

力释放一批重犯，但时任GID局长

穆瓦菲在接到美国情报机关的“消

息”后，很快将混在其中的“基地”领

导人扎瓦赫里的一个兄弟重新逮

捕。“9·11”事件后，拥有长期和恐怖

分子斗争经验的GID深受西方情报

机构重视，英国军情五处请埃及同

行为其培训特工。一位高级中东军

事情报官员透露，该培训项目持续

近3年，内容除了专门的审讯技巧

外，还包括恐怖分子常用黑话，这样

英国特工人员便可以听懂监听的通

话内容。对此，GID人员倍感自豪，

称“在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中，

我们同英国情报机构通力合作”。

如今，埃及仍然高度重视此类合作，

2021年以来，埃及总统塞西和GID

局长卡迈勒分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局长威廉 ·伯恩斯、英国军情六处局

长理查德 ·摩尔、法国对外安全总局

（DGSE）局长伯纳德 ·埃米埃等西方

情报头目会面，商讨如何加强安全

和情报领域的合作。 梁君 孙文静

设想一下，现代军队若被切断

通信，便犹如瘫痪的巨人，任人宰

割。随着信息化战争影响，各国军

队无不重视固定通信站点的“保通

抗毁”能力，而驻守在那里的军人要

在任何时刻做到“无线干扰有线通、

甲频受制乙频灵”，确保“炸不断、扰

不乱”。本文要介绍的，便是在东部

战区空军某场站小有名气的“保畅

达人”——隋逸祖。作为入伍已经

15年的“90后”老兵，他的战斗力标

准只有一条：“随时接得通，随时联

得上。”

隋逸祖常年坚守东海前哨，他

负责的发信台很小，却与空军尖刀

部队战备行动息息相关。为提高隐

蔽性，同时避开城市过多的电磁干

扰，发信台位处人迹罕至的山区，重

要设备都有永备工事或坑道保护，

其他要素也筑有掩体并相距甚远。

各要素采取多种手段伪装，既要能

防可见光照相侦察，还要能消除红

外信号特征，一些必要的天线也涂

上了迷彩。这些刻意“求偏求远”的

设施，让隋逸祖和寥寥几位战友既

要付出比大部队多得多的心血去维

护，更要忍受比别人多得多的孤寂。

隋逸祖刚来部队时，部队装备

的都是上世纪安装的通信设备，虽

然知识底子薄，但隋逸祖没有退缩，

凭借刻苦努力，对这些装备的图纸

线路和性能特点烂熟于心，只要发

生故障，都能在最短时间排除。然

而进入新时代，新装备如潮水般涌

进部队，部队战训任务越来越多，对

通信保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6年

前，他作为综合能力素质突出的优

秀技术骨干，被任命为一座发信台

的台长。

“发信台院子很小，所在的大山

也很高，但我们的天空很大，舞台是

无限的。”只要有空，隋逸祖就扎进

机房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记在本子

上，每次从山里回连队，头件事就找

老技师请教；台站来了巡修人员，他

就缠着人家学经验、讨方法。不到

两个月，隋逸祖就掌握了最新配发

的一型发信机的工作原理和排故方

法，他带领的台站也转变传统的单

一通信手段，以多种手段保障通信

联络畅通，最大限度发挥现有通信

装备和简易通信器材的作用。他们

拟制多种预案，制定多呼号、多频率

的隐蔽联络文件，实施一点多控和

单方发信、划定战时频谱等手段，实

施隐蔽通信，真正做到“有求必应，

有话必通”。在上千次飞行训练通

信保障中，他们始终保持“零差错”，

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台站”。

对隋逸祖来说，干好通信兵，不

止于坚守台站，还要维护好相关通

信线路。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

他每天都要带着战友检查维护20多

条线路和上百条拉线。日复一日

地跋涉巡线，爬杆、修理、接线……

巡线工作艰苦而枯燥，但隋逸祖和

战友始终严谨认真，确保不出纰

漏。“这条巡线路原本是不存在的，

完全淹没在荒草中，是我们用打草

机、镰刀、镐头，一点一点凿出来

的。”隋逸祖回忆：“当年开路工程就

像是漫无目的的远征，大家凭着一

股韧劲，用双手开拓荒地，在山里开

展线路整治、测绘天线位置、设立防

火隔离带，最终将偏远简陋的台站

打造成‘通信网里的堡垒’。”

“视平时为战时，处特情如常

情。”这是隋逸祖始终恪守的信条。

一次夜航训练，因大风导致市电中

断，他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自

备油机供电，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每个飞行日，从天上看犹如小小

“方块”的台站，不停歇地把联络信

号传递给空中战鹰。“每次看到战

机从台站上空安全飞过，就是最舒

心的事。” 沙凌云 申屠霖辉

打造空军通信网“堡垒”

低调的“中东安全大咖”
透视埃及情报总局

军情揭秘

回顾这轮加沙冲突，外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巴勒斯坦哈马
斯武装达成奇袭目的，而号称“世界顶尖”的以色列两大情报机
构摩萨德与辛贝特却毫无作为，让人大跌眼镜。不料，埃及情报
总局（GID）局长阿巴斯 ·卡迈勒却在近期透露，他们早在冲突爆
发前几天就向以方同行发出预警，“忽视埃方情报是以色列遭受
重挫的一大原因”。此言一出，顿时让GID“火出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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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情报总局与巴勒斯坦不同派别会谈

■ 埃军在西奈戒严 ■ 埃军武装直升机在西奈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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