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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专电 美国一名9
岁男孩近日登上位于阿根廷的阿
空加瓜山顶峰，成为有记录以来
这一南美洲最高峰迎接的最年幼
登顶者。

阿空加瓜山峰顶海拔6962
米，不仅是南美洲最高峰，也是南
半球和西半球的制高点。1897年1
月14日，阿空加瓜山顶峰首次留
下了人类的足迹，此后不断有人
发起挑战，但由于山势陡峭、云层
浓厚等自然因素，迄今已有100多
名登山者在那里丧命。

美联社28日报道，在父亲凯
文·阿姆斯特朗和一名曾多次登
顶珠穆朗玛峰的夏尔巴人的带领
下，来自美国南加州约巴林达地
区的9岁男孩泰勒于圣诞平安夜
登上阿空加瓜山顶峰。

3名登山者27日下山，状态良
好。

“在山顶上，你可以看见世
界，所有的云都在下面，极端寒
冷，”泰勒说，“它看上去和孩子们
画里的山完全不一样，峰顶上大
概有一栋房子那么大(的面积)，
然后是陡峭的山崖。”

一般来说，1 4岁以下的孩
子无法获得登山许可，但泰勒
的家人先前已说服一名阿根廷
法官，告诉对方泰勒完全有能
力登山。

“很多人以为是我们父母迫
使泰勒去尝试，但事实完全相反。
如果没有必要，我才不会爬这座
山，是我的妻子非让我爬，为了看
着泰勒，”泰勒的父亲说，“我以前
不是专业登山者，是泰勒让我做
这一切，因为他想做，而我想和他
一起经历这一切。”

据新华社专电 一名赌徒
遵守诺言，将1万美元送给美国

“赌城”拉斯韦加斯一名出租车
司机，作为对他拾金不昧的回
报。先前，这名的哥将赌徒落在
车后座上的30万美元如数归还。

的哥热拉尔多·甘博亚所在
的黄格子星星出租汽车公司首
席执行官比尔·肖兰科27日向媒
体证实，甘博亚已经获得失主1
万美元的酬谢。先前，公司方面
把今年的“年度好雇员”和1000
美元奖金授予甘博亚。

从发现现金到确认失主和物
归原主，只花费了数小时。得知失
主打赏了1万美元时，甘博亚说，
自己不是为了赏金才这么做。

“即便他不给我任何东西，
都没有关系，”甘博亚说，“我没
指望任何回报。我只想做正确的
事情，我感谢公司对我做的一
切。”

据新华社消息 津巴布韦
驻澳大利亚大使杰奎琳·占姆比
拉向堪培拉寻求避难，称津巴布
韦现政府为“非法”政府，自己返
回津巴布韦后安全恐受威胁。澳
大利亚和津巴布韦方面尚未就此
事件作出回应。

《堪培拉时报》说，津巴布韦
大使杰奎琳·占姆比拉被津巴布
韦国内要求卸任，她眼下正在向
澳大利亚申请避难权，以便让她
和家人在她的外交身份吊销后能

继续留在澳大利亚。现阶段，澳方
态度不明。《悉尼先驱晨报》说，她
的大使生涯被勒令在今年最后一
天结束，津巴布韦方面先前已经
给她买好了12月31日返回津巴布
韦的机票。

“我感到返回津巴布韦一点
儿也不安全，”占姆比拉在《悉尼
先驱晨报》网络版公开的一段视频
中说，“在今年7月31日(津巴布韦
总统)选举后……我知道一切都
完了……我知道我的任期完了。”

占姆比拉在前总理摩根·茨
万吉拉伊担任总理期间受命出任
驻堪培拉大使。在今年7月总统选
举中，罗伯特·穆加贝完胜茨万吉
拉伊，赢得大选。选后，茨万吉拉
伊称大选被“严重操控”。

占姆比拉告诉澳大利亚媒
体，选举“不合法”，现政府“不合
法”。《堪培拉时报》报道，占姆比
拉判断自己一回到津巴布韦就会
被逮捕，她自称已经受到来自津
巴布韦的威胁。

“我买芥末，请开收据”

穆罕默德·吉特亚在马里北部
通布图市一个市场里开了一家杂
货店。他回忆，一天，一支悬挂“基
地”组织黑色旗帜的车队在店门前
停下，一个头目下车，推门而入，要
求买一罐芥末。吉特亚没有回过神
来，对方重复一遍，买芥末，同时开
一张1.6美元收据。

这名头目是“基地”北非分支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南
方司令部司令”纳比勒·卡马。他成
了吉特亚的常客。

马里去年3月发生政变，宗教
极端武装趁乱占据马里北部，包括
通布图。今年1月底，马里政府军在
法国军队帮助下夺回通布图。

“基地”成员购物索要收据的
做法给吉特亚深刻印象。在通布图
的非正规露天市场，商贩们告诉记
者，“基地”人员通常成对前来采
购，一个人讨价还价，另一个在本
子上记录价格。

“开始，我感到惊奇，”药品商
人易卜拉欣·吉特亚说，“不过，我
逐渐得出结论，他们到这里来，有
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需要向
上级报账。”

买个灯泡也要入账

“基地”的账目文件显示，购物
开收据、记账在这一组织中是常见
做法。美联社28日报道，在通布图
一座曾经由“基地”占据的建筑中
发现超过100张收据，显示“基地”
人员记账细致，连购买一个灯泡也
要入账。

“基地”人员在废纸、信封背
面、便利贴和其他能够写字的纸张
上记账：一个0 .6美元的蛋糕、一块
1 .8美元的肥皂、一包8美元的通心
粉、一瓶14美元的强力胶、一把3美
元的扫帚。

“无论东西多么不起眼，他们
都要收据。”杂货店老板穆罕默德·
吉特亚回忆道。

账单也包括大额支出，比如向
一名头目预支的5400美元以及支
出330美元用以购买3300发子弹。

“宣传差旅费”可报销

从“基地”账本可以一窥他们
的日常活动。一股“基地”成员向上
级打报告，请求提供御寒衣服和帽
子。占领通布图后，“基地”接管政
府公共设施，从邻国阿尔及利亚进
口燃料。一张发票显示，他们支付
3720美元采购20桶柴油，供通布图
市发电站使用。通布图地区“基地”
主要头目之一阿布·扎伊德去年12
月打报告，请求提供4枚火箭弹。

“基地”为当地监狱预拨资金，
为宗教法庭制订详细预算，每名法
官每天审理案件可获得2美元酬
劳。

财务支出还包括宣传和民生
费，用以扩大“基地”影响和争取民
心。“基地”向一名“孩子生病的什
叶派人”提供4美元，向一名举行婚
礼的男子送去100美元“份子钱”。
他们赔偿居民损失，一笔支出显
示，一座民居遭“基地”车辆损坏，
房主收到50美元修缮费。“基地”成
员前往偏远乡村宣传极端教义可
获补贴，一张单据注明“宣传差旅
费”200美元。

分析师们说，“基地”多年来试图借鉴企业运营模式实施
管理，建立统一财务制度，打造“跨国公司”。

曝光的“基地”文件显示，如同企业，这一组织有“首席执
行官”、“董事会”、“人力资源部”和“公共关系部”。两份收据显
示，“基地”分别花费4000美元和6800美元用作“车间”运行资金，
这一称谓直接源自企业。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类严密的组织结构不仅有利于“基
地”生存下来，而且能帮助它扩张。另外，由于“基地”基层成员
通常在偏远地区活动，报账能使上层把握下层人员的行踪。

严格的开支管理制度可追溯至“基地”创建人本·拉丹。拉
丹为“科班出身”，1976年进入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
王大学攻读经济学，继而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企业。《基地》作者
贾森·伯克说，“基地”组织“企业化”管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它运
转良好。“(建立)行政体系使高层管理人员以为他们掌控着遥
远的分支部门，但是，效果远比他们认为的低。” 据新华社

从0 . 6美元的蛋糕到几千美元的燃料

““基基地地””组组织织有有本本账账
从0 . 6美元的蛋糕到数千美元的燃料，从肥皂、通心粉到武器弹药、人员开支，“基地”组织制定了严格的财务制度。

前情报人员和分析师们说，从创建人乌萨马·本·拉丹时代开始，“基地”高层试图仿效企业运营模式管理这一极端组组织。

津津驻驻澳澳大大使使““不不肯肯回回家家””
任命她的总理已下台

链接

一直试图打造“跨国公司”

9岁男孩登顶

南美最高峰

赌城的哥

拾金不昧获重赏

在尼日利亚卡诺城的一个穆斯林区域，墙上有“基地”
组织的相关信息。

占姆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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