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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过程中，糯康从中国专案
组手中逃脱了3次。

第一次是在老挝。2011年年
末，专案组协同老挝军警对糯康藏身
的村庄进行包抄，却遭到地方官员及
部分村民抵制。根据当地习俗，日落
后不能进行侦查、抓捕等活动。行动
只能中止。

就在当晚，糯康在夜幕掩护下
逃进缅北的茫茫群山，一切又得从
头再来。

一晃眼，“10·5”案案发已3个
月，形势更为艰难。

形势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情
报的掌握和分析滞后。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攻坚

团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在缉
拿“10·5”案元凶的过程中，北斗功
不可没，用常规方式接入国外信号
网络，往往会暴露位置和身份，此前
糯康团伙成员多次逃脱追捕，有此
原因，专案组最后是使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进行联络。

监听、定位、分析、筛选，目标锁
定一名叫占拉的缅甸人。时不可
待，专案组组织缅甸当地人员对其
实施秘密抓捕、秘密关押、就地审
讯。果然，当时替糯康出面打点“业
务”的就是占拉，他供出了糯康在缅
东北大其力山区的藏身处。

同一位置，七八顶蓝布帐篷，空
中地毯式排查结果与占拉供述相

符。这些人是糯康团伙吗？专案组
干警手持热红扫描仪，在对面的一
处山顶蹲守了三天三夜。

如何行动？通向糯康藏匿山顶
的唯一小路坑洼不平，摩托车开到
一半，须再步行2公里。每到夜间，
糯康团伙在地下布雷、树上挂雷，四
周布满了明哨、暗哨。

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打头
阵，缅甸政府军殿后，急行军在蚂蟥
叮咬、猛兽栖息的深山老林走到第
五天五夜，帐篷已在几百米外。这
是离铲除糯康集团最近的一次！

突然，一名队员碰到糯康的暗
哨，开枪，但行动组的包围圈尚未合
拢，糯康等人闻声四散逃脱。

中国警方追捕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仅从其一张20年前的旧照开始，
追捕难度超过美军追捕本·拉登

活捉糯康“北斗”功不可没

□据 人民网

“10·5”湄公
河惨案二审维持
原判，策划残杀
13 名中国船员的
主犯糯康等人将
在中国被执行死
刑。去年4月，糯
康在老挝被捕，5
月移交中方，这
次境外追捕难度
超过美军在巴基
斯坦捕杀本·拉
登，且仅从嫌犯
一张20年前的旧
照开始。

2012年5月，专案组押解糯康
回京。糯康中等个头，深肤卷发，棱
角分明，过去几年，他是湄公河“金
三角”流域最大武装贩毒集团的头
目。“10·5”案告破，糯康“王国”崩
塌，中国13名受害者的冤仇终于得
以昭雪。

“10·5”案案发时，中国警方掌
握的糯康集团的情报仅有：盘踞“金
三角”水域的最大武装团伙以及一

张20年前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糯康
的旧照。此人是否活着？是否更名
改姓？专案组一概不知。

从何入手？“传闻中糯康控制
着‘金三角’贩毒水路，那么理论上
说，跑这条线的贩毒者必然和糯康
集团发生联系。”专案组最先锁定
缅北一名毒贩，此人特务出身，人
脉较广。

专案组干警化装潜伏，待此人

被诱骗进入中国境内时，秘捕，审
讯。他供出糯康集团底下一名小
头目——运毒者岩相宰。专案组
获知，岩相宰每十天半月就会从

“金三角”溯流而上到缅甸第四特
区。中国联手相关国家警方设下
埋伏圈，在岩相宰的船经过时将其
抓捕。

岩相宰被押至中国境内。其口
供成为突破案情的关键。

2011 年年末，依靠岩相宰的
口供，糯康集团的组织架构在专
案组分析下逐渐清晰：一号人物
糯康，二号人物桑康，三号人物依
莱，四号人物翁蔑。糯康的指挥
部设于湄公河老挝和缅甸交界处
的江心小岛孟喜岛，沿岸有百余

名武装人员巡查警戒，这伙人边
贩毒牟利，边以保护费为名勒索
过往船只。

集团中分管贩毒、运枪船只
的依莱首先浮出水面。他是岩相
宰的直接上司，是糯康集团出谋
划策的“军师”。据“10·5”案专案

组审讯组长描述，这伙人被捕后
说，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办案力
度这么大。

“10·5”案幕后主使就是糯康。
根据依莱的最终供述，糯康本人一
手策划此案，并亲口下令“将船上的
中国人全部干掉”。

2013年1月28日，云南省公安边
防总队4艘巡逻船结束湄公河联合巡
逻执法任务，此次行动四方出动执法
人员130名。这是中方与缅甸、老挝、
泰国执法部门第八次联合执法巡逻。

尽管有中老缅泰四国的联合执法，
但糯康几次凭借狡猾的本能逃脱了追
捕。对此，中国专案组制定了“斩首”

“断肢”并用的策略，他们的生存空间被
挤压得越来越窄小，组织内部开始分崩
离析，糯康手下骨干先后落网。

2012年4月20日，集团二号人物
桑康被抓捕归案。25日，专案组接到
情报，几乎已是孤家寡人的糯康惊惶
中从缅甸深山出逃。当天夜里，糯康
和两名手下在老挝波乔省孟莫港附近
刚一上岸，就被已部署在此的专案组
及老挝警察擒获。此后，集团四号人
物翁蔑向缅甸政府军投降。至此，湄
公河“10·5”惨案告破。

有了解内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
错综复杂的湄公河流域和险象环生的
深山老林追捕糯康，难度堪比美军在
巴基斯坦追捕本·拉登。毕竟拉登只
要被打死就行，而糯康需要抓活的。
2012年5月10日，糯康被抓获后15
天，被老挝政府正式移交给中方。

实际上，这次中国警察在境外主
动出击，其背景是老挝、缅甸、泰国三
国表明尚不具备给糯康集团致命一击
的能力，而专案组在整个境外执法过
程中，未出动军队，未伤及外国平民，

“同时，专案组也未损失一个人”。能
够拿下此案就是一种震慑，以此向世
界传递出一个信息：中国公民和国家
的海外合法利益不容侵犯。

(www.people.com.cn)

20年前的旧照是唯一线索

“军师”依莱落网

“北斗”功不可没

拉登被打死，
糯康要抓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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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6 日，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判处残忍杀害 13 名中国船员的
糯康犯罪集团主犯糯康、桑康·乍萨、
依莱、扎西卡4人死刑，扎波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

“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货船于
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遭到武装分子
袭击，船上的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不仅牵动中国人的神经，也引
起了各大外媒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指
出，尽管金三角地区的治安一向不容
乐观，中国船员遇害一事仍然是类似
事件中“极其残忍”的一起。报道指
出，事发地点经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甚
至是跨国的黑帮出没，而中国货船也
经常成为他们的目标。
(据搜狐新闻 www.news.sohu.com)

湄公河惨案终审
糯康等4人获极刑

中国“10·5”案专案组追捕糯康时在研究案情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