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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由于政务站、经开站

投递份数增加，现需要招

聘投递员数名，要求有敬

业精神、能吃苦耐劳，年龄

在45岁以下，有意者请与

王站长联系。

联系电话 63529340

或13866119069

2014年 9月 19日夜里，42岁的

美国退伍特种兵冈萨雷斯一路飞奔

六十多米，然后用手转开一所建筑的

门把手，进入前厅。

这本不是件稀奇事，然而，他转

开的却是美国白宫的前厅，距离总统

奥巴马的住所不过几段楼梯的距离。

曾在驻伊美军特种部队待了6年的

冈萨雷斯饱受精神障碍的困扰，那天

他急于想要告诉奥巴马“天要塌

了”，可惜总统在几分钟前刚刚离开

白宫。

总统离开后才出现的几分钟松

懈，让负责安保的特勤局付出了不小

的代价，十余天后，首位女特勤局局

长皮尔森宣布辞职，并称“这永远不

会再发生了”。

其实，即使进入了白宫，冈萨雷

斯还只是突破了最外层的防火墙，若

再向内，他将面对白宫严密的纵深防

卫体系。

美国特勤局将警卫白宫的所有

特工队员分作三队部署在特定的战

略要点上。除了最外围的500名身

着警察制服的特工,中层的警卫圈设

在白宫内的主要建筑物附近，实行

24 小时巡逻值班。最里层的保卫

圈，就设在总统办公室和下榻处的房

门口。所有的保镖都会携带短武器，

而处在中层的人员还能在就近隐蔽

的地方放置手提机关枪等防卫武器，

以应对特殊情况。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总统官邸的

保卫，都会采取特勤局这样的防卫体

系，而如果遇到总统出行，保镖们的

工作就更多了。

体重100公斤，臂围46厘米，毕

业于美国政要保护学院的李旭被称

为“中国第一保镖”。在他看来，当

贴身保镖要豁出性命时，保护工作就

已经失败了。

“对政要而言，来自政敌、外来

势力的攻击大多都是致命的。所以

多层保护和准备工作就会显得尤为

重要。”李旭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行时，俄罗斯总统安全局

的保镖，可以分为“随从”和“黑衣人”两类角色。

“随从”是最贴近身边的人，身着便服，携带9毫米

手枪，手中的公文包等类似物品，实际是折叠式

防弹护板。而“黑衣人”则是身着黑衣的其他护

卫，起到震慑和外围保护的作用。

通常，总统安全局会设置四层防火墙确保安

全。内层通常由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组成，戴着耳

机，提着“公文包”，前后左右围住普京，组成人体盾

牌；次外层是混在人群中的“便衣”，发现可疑面孔，

要在人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暗暗下手；再外层是

挡住人群的护卫者；最外层的护卫人员由狙击手组

成，发现问题时可以从外围直接击毙危险分子。

普京刚上任时，全力打击车臣非法武装，当

时恐怖分子在网络上悬赏200万美金换取普京

的生命。严峻的局势使得民众建议为普京寻找

一个替身，以保护其安全。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对

此回答则是——“不需要”。

贴身随从和黑衣人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贴身保镖正在用粗壮的身体挡住媒体靠近

记者试图和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的保镖
对话，没有获得回应

国家保镖：鲜为人知的“影子”传说
这几天，北京警方为APEC会议的

安保做足了工作，并利用新型装备搭建
起了最外围的保护圈：有着三只“眼睛”
的排爆机器人、新增的768个公交车道
专用摄像头、161 个街头安保“司令
部”……但要保障首脑们100%的安全，
这还并非全部。

各国政要聚集的重要会议上，摄影
记者稍加留意，就可能发现这样一些
人：头戴耳机、不发一言、表情严肃。政
要发言时，站在身后；政要开会时，等在
门口；政要受访时，伫立在一旁。他们
便是政要保镖——也被称为“影子”，是
各国要人们最为贴身的保护层。

能够出现在镜头中的贴身保镖，已
是这群“影子”的最高调存在。在其背
后，有着各个国家最为机密的政要安保
体系，以及保障政要安全的“秘密武
器”。

“波斯尼亚，到达收到，43。”

“斯洛伐克，到达，46。”

这段对话发生在2010年9月23

日下午2点30分，美国特勤局正密切

监控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

首脑。43和46是保镖们对特定场所

设置的代号。

特勤局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世界范围内，政要保镖大多都来自

军、警、宪兵等各相关单位。然而，保

镖资源有限，哪些人是他们的重点保

护对象呢？

一般而言，各国总统、总理、议会

议长、军队一把手和皇室成员等都能

享受较高层级的警卫保护。在国家

内部，政要们层级、职位以及工作属

性往往决定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也

决定了保镖的配备。

例如，法国安全部门对总统、总

理、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会安排贴身保镖，而对议长和其他部

长则安排随从警卫。总理贴身保镖

有三十余人，内政、国防和外交部长

贴身保镖为十余人，而其他部长的随

从警卫只有2人。

在德国，联邦总统、议长、联邦总

理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他们采取一

级警卫措施，配备24小时保镖保护。

外交部、财政部、国防部部长采取较

高级别的警卫，其他部长可不派随身

警卫。

英国对皇室成员、首相、部分重

要内阁成员配有警卫，一般每人配1

名贴身保镖。国防参谋长，陆、海空

军种参谋长等高级将领一般情况下

不配备保镖，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司

机兼任保镖。

在东京警视厅4.5万名警察中，

能进入保护首相的“保安特警队”的

不过两百余人，二十出头、剑道三段

的石田萌美便是其中一员。近来，日

本政界永田町都在谈论她，因为她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贴身保镖之

一。以“精英中的精英”来形容石田

并不为过。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外

衣的纽扣为了能够迅速拿出装备而

没有系紧。石田萌美酷似日本女星

真木洋子的执勤模样被拍摄下来，并

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保安特警队隶属于东京警视厅

警备部警护课，一律身着合体的便

服，胸前佩戴带编号的徽章。徽章的

图案是太阳、月亮和樱花，象征着他

们不分昼夜辛勤地保卫日本。

除了保卫本国首相，日本警察还

需要负责外国要员来访时的一切安

保工作，在日本，美、中、俄、英、法、德

等大国以及韩国、以色列等政治敏感

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时，会采

取相对严密的安全警卫，并安排随行

保镖。日本规定，禁止一切外国要员

的保镖携带武器，以避免因万一发生

枪击事件而引起两国关系的纠纷。

通常而言，面对来访的国外领导

人，各国都会安排国内相对应的安保

措施。例如，德国将来访的国家元

首、议长、政府首脑、内阁成员等列为

提供安保的对象，对其保护的级别与

本国领导人的级别相对应。

2010年，美国《大西洋月刊》驻白

宫记者安博德获准采访联合国大会期

间特勤局在纽约的安保部署，成为首

个实地跟随特勤局特工执勤的记者。

与北京APEC会议的准备相似，

美国特勤局安排了130个警犬小组排

查爆炸物，进行火警安全排查，协调

安装生化及辐射感应器，还必须给部

分酒店房间的窗户换上防弹玻璃和

防爆网……安博德的文章中，描画了

特勤局保卫150多位世界各国元首时

如临大敌的准备工作。

“武装到牙齿”的多层保卫

不是每个政要都能有保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