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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狭长的海峡，一条重要的水
道。一艘艘往来穿梭的商船，点亮了马
六甲沿岸的繁华。

在马六甲海峡沿岸，有着马来西亚
的最大港口——巴生港。10月 30日，中
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武汉舰和导弹护卫舰
运城舰，在与马来西亚海军完成港岸和
海上演练后，驶离巴生港码头，返航回
国。与此同时，陆上分队也在圆满完成
全部演习课目后，乘运输机回国归建。

作为首次由中马泰三方举行的联
合军事演习，“和平友谊-2018”于 10月
20日至 29日，在马来西亚临近马六甲
海峡的森美兰州波德申县和雪兰莪州
巴生港及近海区域展开。

走出国门，彰显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决心

马六甲海峡素有“海上生命线”之
称。作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
航道，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每年
有八万多艘船只承载着全球货物商品
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从这里驶过。而作
为南海咽喉，马六甲海峡无疑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演兵马六甲，一方面展现了中马泰
三国军队进一步巩固相互间务实交流
与合作的意愿，以增强共同应对各种安
全威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各方
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

作为例行性联演项目，此次演习是
“和平友谊”系列的第四次联演。此前，
中马双方已于 2014 年至 2016 年，举行
了一次桌面联合推演和两次联合实兵
演习。今年，随着泰国的正式参演，“和
平友谊”系列联演由双边拓展为多边。
“能够参加此次联演，我感到非常

自豪。”泰国皇家武装部队作战局局长
素泼说：“通过战术、经验等交流，中泰
两军今后将能够更好地合作。”

在马来西亚陆军军官学院的参谋
部演练现场，中马泰三国军官基于多国
部队标准行动程序，以“联合强制和平
行动”为课题合帐论兵；在森美兰州的
门亚拉训练场，三国特战队员混合编组
展开擒拿格斗、武装护送和特种狙击等
多课目演练；在巴生港近海区域，中马
海军四艘舰艇组成编队，展开全昼夜海
上综合演练。

混合编组，统一筹划，不只增进了
三国友谊，还有效提升了三国军队应对
地区危机、维护和平的能力。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马宜明率团观摩
时表示，此次演习充分展示了三国军队
深度协作、联合筹划、精准行动的能力
素养，体现了三国加强防务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维护地区
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是东盟重要成
员国，中马泰三国关系的提升无疑将促

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今年是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周年，在
“和平友谊-2018”联演全面展开的同
时，我军首次与东盟举行的“海上联
演-2018”也在湛江附近海域展开。深
化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符合东盟国
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有
助于排除外部势力干扰和影响，共同维
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取长补短，有效提升

参演部队实战化水平

10月的马来西亚，天气依然炎热，
常年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丛
林茂密。在中马泰三方特战队员共同
连贯实施三天两晚的丛林生存课目训
练结束后，中方特战队员雷文与战友一
起走出丛林，脚上满是被蚂蟥叮咬后留
下的血印。
“马方特战队员的丛林生存技巧很

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训练
经历很难忘。”雷文说，他们对丛林中的
植物识别准确，能迅速找到可充饥的食
物和治疗伤口的药材，给中国特种兵很
多启发。
“和平友谊-2018”是雷文所在的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组建 19年来，首次
走出国门参加联演联训活动。尽管出
国前已经以更高标准、更大难度做了充
分的适应性训练，还邀请了特种作战学
院教授和澳门飞虎队警官等前来现地
教学，但官兵们仍然表示，他们从外军
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在丛林生存课

目中，马方特战队员熟知如何从一种叫
水藤的棕榈科植物干系中提取到干净
的水。

在驻澳门部队副参谋长高志军看
来，外军的训练方式和我军有所不同，
他们的训练方式更富灵活性和趣味性，
更加有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而且在训
练场地的设置上也更加简单实用。

走在波德申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繁
体中文的招牌和广告，即便在军营里，
也不乏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由于历
史原因，尽管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超过
五分之一，但其思维方式却和中国有着
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军事体制和作战
思想上也有所体现，突出实用性、注重
人性化是其重要特征。在营房设计上，
和平村兵营的每个房间都设有两个门，
以便在特殊情况时还有其他出口可用；
在军服设计上，马军的丛林迷彩在丛林
课目训练时隐蔽性能非常好。

随着我军与外军开展的联演联训活
动越来越多，练兵备战谋打赢是题中应
有之义，而借鉴外军优势，取长补短，不
断提升自身实战化水平更是重中之重。

交流互动，巩固加深

中马泰三国官兵友谊

10 月 28 日晚，随着“和平友谊-
2018”联演渐入尾声，一场别开生面的
文艺演出在和平村兵营拉开帷幕。从
咏春到泰拳，从《我的好兄弟》到马来西
亚民歌，中马泰三方参演官兵同台献
艺，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平日里庄

严肃穆的兵营，此时俨然一场盛大的联
欢现场。

根据中马泰三方达成的共识，军事
文化交流是此次联演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演三方受训参谋部、实兵部队开展了
全面多样的军事文化交流，巩固加深了
三国军队的友谊，增进了了解互信。

从演训现场到热带丛林，再到舰艇
甲板，一支由驻香港部队文工团 28名
官兵组成的战地演出分队，将具有中国
风格和军旅特色的节目带到联演一线，
带给三国官兵，为结束丛林生存课目训
练的中马泰三国特战队员送去慰问，为
即将出航的海军官兵加油打气，唱响了
期许和平的“友谊之歌”。

在马来西亚国家水文中心，参演
的中国海军武汉舰和运城舰官兵与马
来西亚海军官兵开展了撇缆、结绳船
艺交流和足球友谊赛等文体交流活
动；在马来西亚陆军军官学院运动场，
发源于马六甲地区的藤球运动受到众
多参演官兵的喜爱，中泰官兵纷纷上
场体验、学习。

尽管中马泰三国语言不通，文化迥
异，但多种文体交流活动的开展，拉近
了三国官兵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
友谊，也提升了中马泰三方的军事互
信。闭幕式上，三国官兵互换臂章，合
影留念，许多相识于“和平友谊-2016”
的老友刚刚重逢却又要分离，他们期待
彼此的“和平友谊”可以继续，也期待彼
此国家间的“和平友谊”能够继续。

下图：在“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

联合军事演习中，参演舰艇编队向任务

海域航渡。 吴亢慈摄

山海不远 和者同心
—“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回眸

■本报记者 徐 琳

和平、友谊、合作，永远是南海的主

旋律。近日在南海周边举行的两场联演

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一场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举行

的“和平友谊-2018”演习，另一场是中国

与东盟举行的“海上联演-2018”演习。

两场联演，展示了中国-东盟战略协作新

水平，彰显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致力

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与东盟一衣带水，唇齿相依。

双方始终保持牢固、稳定、互利共赢的良

好关系，坚持在多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成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在中国与东盟共同努力下，双方在

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

这两场联演，正是落实中国与东盟防务

高层共识、深化中国与东盟防务安全合

作、增进互信的重要行动，体现了中国与

东盟各国以南海和平稳定为最大公约

数，不断推进安全领域合作的决心。

两场联演，书写了中国和东盟军事

防务合作的精彩篇章，开创了多个“首

次”，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应对安

全威胁、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新起点。

两场联演虽有不同，但核心都是以

合作促和平。“和平友谊-2018”参演国

虽然只有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但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其他东盟国家

也都派员前来观摩，体现了中国与东盟

各国增进互信的愿望。“海上联演-

2018”作为中国与东盟首次举行的海上

联演，更是中国与东盟深化防务安全合

作的积极和有益尝试。

在实兵演练部分，参演各国的官兵

高度投入、深度协作、精准行动，有效提

升了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如“和

平友谊-2018”演习中，三方陆军特种部

队和海军舰艇部队分别进行陆上和港

岸、海上演练，全面加强三国防务能力建

设。“海上联演-2018”实兵演练的6个课

目则由不同国家舰艇轮流担任指挥舰，

使各国参演舰艇与人员都得到锻炼，提

升了参演国组织协调与共同应对海上安

全威胁的能力。

实兵演练之余，参演各国还有理念

的碰撞和文体活动的交流，进一步增进

了互信。“和平友谊-2018”演习的参谋

部演练部分，参演官兵以“联合强制和平

行动”为背景，演练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

联合筹划，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友谊。

“海上联演-2018”开展了多项文体交流

活动。从在运动场精彩上演的撇缆、举

炮弹、推碰垫，到在湛江潜水运动学校火

热进行的水下打捞、救援、切割，面对面

的交流和接触，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军队

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南海碧波之下，时常

暗流涌动。有些国家渲染“中国威胁”，

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不断派军舰军

机抵近中国南海岛礁进行挑衅和侦察，

炫耀武力，故意制造紧张。然而，杂音掩

盖不了主旋律，小动作也阻挡不了南海合

作大势——从2016年8月第13次《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高官会达成“中国与东盟国家

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

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到2017

年8月中国-东盟外长会确认“南海行为准

则”框架，再到今年8月达成“准则”单一磋

商文本草案，南海局势不断趋稳向好。围

绕南海的种种杂音终究如海浪卷起的泡

沫，在滚滚大潮间消失于无形。

“和平友谊-2018”和“海上联演-

2018”举行期间，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在

京举行。习主席在致论坛的贺信中指出，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

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安全观十分

契合中国和同盟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

作。未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军事互

信不断增长，分歧点渐趋弥合，双方以合

作促和平的主旋律必将越发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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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上午，中国-东盟“海
上联演-2018”，这场由“意外相遇”带
来的“相知相聚”，终于到了说分手的
时刻。

请来了
深秋的湛江海面，薄雾弥漫，波翻

浪涌。
在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外

国参演舰艇欢送仪式上，望着东盟国家
舰艇远去的身影，黄山舰舰长艾鹏感
慨：“之前都是别国举办演习，我们跑去
参演。一出海短则数天、多则数月，奔
波不停。这次演习把东盟国家请进来
在‘家门口’举行，让我们也当了一次东
道主。”

从出国参演到在本国举办，东道主
的背后是我国海军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以及与东盟各国日益增强的互信。
“这样的互信来之不易。”联演岸

港指挥所中方指挥员朱建达介绍，这次
由中国和东盟 10 个国家共 8艘舰艇、
1200 余名官兵参加的演习，既是东盟
首次与单一国家进行联演，也是我军首
次与东盟开展海上联演，同时还是南部
战区成立后首次组织的多国联演，意义
重大。

“虽然中国与东盟海军是第一次在
海上联演，但大家沟通协调非常默契。
感谢中方组织这次演习，让我们收获了
经验，也收获了友谊。”新加坡“忠诚号”
护卫舰舰长李俊鸿说，这次联演在中国
与东盟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彰显
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的信心与决心。

相聚了
此次联演的核心内容是运用《海上

意外相遇规则》进行演练，旨在减少误解
误判，防止发生海上意外事件。《海上意
外相遇规则》就像一部“参考书”，使各国
海军在海上意外相遇时心里有了底。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推
动。早在 2015年的中国-东盟防长非
正式会晤上，中国就提出与东盟成员国
举行海上联合演习的建议。今年中
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确认，年内在
新加坡进行桌面推演，在中国组织实兵
演习。南部战区海军参谋部办公室副
主任李柏林介绍：“让各国海军进一步
熟悉使用规则，促成了这次海上联演。”
主动提出、积极促成，展现了中国海军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担当。

海上联演阶段，各国海军围绕《海

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实际运用采取了更
加务实、更加灵活的指挥互动机制。
“以往的演习，大都是由主办国和

主要参演国担任课目指挥舰，此次我们
为体现友谊平等，6个海上演练课目分
别由不同舰艇轮流担任指挥舰。”海上
联合编队指挥所中方指挥员彭固良说，
这种设置能够使各国官兵都得到锻炼，
能够提高各国海军指挥协调能力。

演练期间，各国舰艇根据不同阶段
任务，以指挥舰为中心，以扇形警戒队
形或“一”字形列队挺进。“扇形警戒幕
是根据舰艇的装备性能及职能进行展
开，以指挥舰为中心，各国舰艇在分配
的扇形警戒区域内根据规定航速范围
自由机动。”军山湖舰实习舰长蔡峰说，
“一”字形指挥简单，为各舰预留了更大
的预先机动及战术规避空间，有利于开
展“地毯式”海上搜救。

读懂了
编队通信课目演练中，指挥舰依据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内容向各舰提问，
各国参演舰艇通过代码抢答的方式进
行计分比赛。
“几乎是对方一提出问题，大家就能

快速说出答案。”各国海军对于规则的熟

悉程度，让黄山舰中士刘珍文印象深刻：
“我们舰艇官兵平时都会抽空学习英文，
简单的英文代码是难不倒我们的。”

刘珍文说，每次多国海军活动都像
是一次外交活动，置身其间，感觉自己
就是一名小小“外交官”，每参加一次，
自己的功力就增长一分。

主动学习，取长补短，参演官兵逐
渐培养起了国际化思维。联演期间，武
器装备保养、舰容舰貌、专业技能……
水兵们用自己的语言，拉近了相互间的
距离。而读懂对方，便是信任的基础。
“统一的规则代码，在直升机甲板

互降过程中发挥了不错的效果。”广州
舰舰长刘斌说。

在与新加坡“忠诚号”护卫舰开展
直升机降落对接作业时，新方驾驶室与
广州舰通过甚高频通信后，立即清空甲
板严阵以待，我直升机根据新方甲板红
蓝指示牌信息实现平稳降落。这种通
信方式不仅极大提高了对接效率，而且
避免了语言不通、信号不稳等因素对指
挥协同的影响。

凝聚互信，展现担当。每一次联演
累积起来的互信与友谊，必定为未来的
海上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中国与东盟也
将携手为打造南海“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作出贡献。

从“意外相遇”到“相知相聚”
—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见闻与思考

■本报记者 冯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