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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军勤务学院某系蒋教授的办

公室，一张地图映入眼帘。蒋教授拿起

笔，在不同地点之间画上一条条弧线后，

欣慰地点点头。

看着这些弧线，蒋教授告诉记者：

“部队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

科研的课题。这张图上每一条弧线背

后，都关联着一个课题。”

每一次出发，都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又 一 次 调 研 结 束 ，蒋 教 授 马 不 停

蹄 赶 回 办 公 室 ，开 始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

从教 30 年，她多方奔走调研，为海军军

事物流学科建设夯实基础。

“以部队需求为牵引，多走一步、多

看一眼，就能对科研多一点启发。”蒋教

授谈及到某潜艇部队调研的一次经历。

寒风凛冽，漫天飘雪，某军港码头

运输车来来往往，两艘潜艇静待出征。

蒋教授拿着笔记本，一边观察一边记录

副食品装载情况。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一个纸壳箱

的纸板被风掀起，突如其来的响声，吸

引了蒋教授的目光，她开始仔细打量这

个箱子。

纸箱里，整齐摆放着几桶食用油。

箱体看似不大，但要通过潜艇的舱盖，

看似并不容易。

“即将上艇的物资，为什么要用纸

箱整体包装？纸箱用完如何处置？”一

连串的疑问浮现在蒋教授的脑海。

一只箱子事小，可它反映的问题不

小：不考虑物流末端需求，会导致保障

效能降低，低效的保障系统必然影响战

时保障能力。

蒋教授问：“物流究竟是什么？”官

兵答：“物流就是快递……”

这个答案让蒋教授意识到，官兵们

对军事物流的认识并不清晰。于是，她

进一步组织部分舰艇部队官兵参加问

卷调查和讨论交流。

“仓储，就是把物资储存在特定仓

库 ”“ 运 输 ，就 是 把 物 资 运 送 到 指 定 地

点”……调查和讨论显示，不少官兵对

物流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他们有的认为，物流是后勤的小事

情，没必要过分关注；有的认为，物流是

上级负责的事，基层不必操心；还有少

数人认为，物流就是“供给侧”和“需求

侧”有效衔接。

“战略转型需要理论先行，没有先

进的理论作支撑，发展无从谈起。”蒋教

授说，物流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能把物

资的包装、储存、运输、搬运等环节割裂

开。广大官兵只有理解和接受军事物

流的科学理念和底层逻辑，才能达成共

识。

“理论是行为的先导。海军军事物

流理论对海战场物流体系建设至关重

要。”随后，蒋教授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剖析原因寻找解

决办法，为部队建设发展提供支撑。

下部队越多，走得越远，思考越深

入。一天，教研室领受上级调研任务：

了解当前冷链物流现实情况，并对相关

保障进行优化。

几天后，蒋教授带领团队踏上一艘

运输冷链物资的货轮。

为了使给养物资保持新鲜，运输过

程中需要时刻关注冷链情况。航行过

程中，蒋教授最关心的是冷链集装箱温

度监测任务。

夜 幕 降 临 ，又 到 了 新 一 轮 监 测 时

间，她跟随船员来到甲板。海浪声声传

入耳畔，她小心翼翼地扶着甲板上的铁

链，仔细抄录当时集装箱上的温度。

虽然只是记录一串数据，这一操作

却不轻松。一层，两层……抬头望去，

夜色中一摞摞集装箱层层叠叠。

这次夜间温度监测，让蒋教授冒出

一身冷汗。呼啸的海风和汹涌的海浪，

让人脚步不稳，但她的思维分外清晰：

“当前，冷链物流中部分环节对人工依

赖程度过高。如果遇到雷雨等极端天

气，或有其他突发状况，开展温度监测

作业将更加困难。”

“加装智能温度监测系统、更换智能

新型冷箱、利用远程智能读表工具……”

回到船舱，一场碰头会立即召开。蒋教

授提出的建议成为调研报告的重要素

材。

“每一次出发，都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翌日清晨，海面风平浪静，几只海

豚在船边追逐戏水。蒋教授拿起相机，

记录下这动人一刻。

离保障一线越近，离
解题答案也就越近

蒋教授办公室里这张特殊的“课题

地图”，不仅标定着她和团队奔走调研

的足迹，更记录着一个教研团队的“向

战行程”。

对 研 究 生 学 员 而 言 ，顺 利 完 成 学

业，毕业论文是关键。可就是这样一篇

论文，让研究生学员师新强一度感到迷

茫。

那年，陆军某部助理员师新强考入

海 军 勤 务 学 院 ，攻 读 硕 士 研 究 生 。 然

而，从陆地到大海的“跨界”研究并非易

事。由于对海军了解不多，师新强在论

文选题环节颇费脑筋。

“想要快速成长，就要善于在实践

中寻找答案。通过直接观察、实践获得

一手资料和数据，是撰写论文的基础。”

导师蒋教授告诉师新强，做科研不能无

中生有、闭门造车，只有亲历亲闻亲为，

才能做出扎实的科研成果。

于是，师新强一有机会就跟随导师

到部队调研。那天，两人风尘仆仆赶到

某物流园区，看到即将装上货轮的一个

个集装箱，像座座大山横亘眼前。不远

处的分拣货场里，工人们正在进行装箱

作业。

载 运 集 装 箱 的 车 辆 缓 缓 驶 入 场

内。月台上，一辆辆叉车熟练地来回穿

梭，将打包好的物资不断装上集装箱。

师新强放下背包，按动计时器，开

始相关数据的采集活动。不一会儿，他

的目光被一群人吸引。原来，是几名工

作人员因为物品的预冷温度争辩起来。

走近一看，师新强发现：不同物品

需要在不同的特定温度下保存，并且不

同物品之间可能存在催化作用。由于

集装箱容量有限，有时很难完全实现所

有物品的理想装载。

几天后，师新强了解清楚了相关的

作业情况。此时此刻，一系列需要解决

的问题也逐渐清晰。

在蒋教授的指导下，师新强头脑中

慢慢建立起课题研究思路：“实地调研

让 我 受 益 匪 浅 ，看 到 了 寻 找 对 策 的 路

径。”

一年之后，这篇以真实案例和海量

数 据 为 基 础 撰 写 的 毕 业 论 文 ，被 评 为

“全军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探究问题的本质，才能快速得出

最优解。”蒋教授坦言，想要加快学科建

设，需要不断寻找并解决新问题。

李教员刚加入蒋教授的科研团队，

就被派到机关代职锻炼。一开始，李教

员有些不理解：“最能掌握实际问题的

地方，不应该是基层部队吗？为什么要

派我到上级部门代职？”

一个月后，李教员明白了蒋教授的

良苦用心：“作为统筹部门，机关可以更

加全面地了解基层部队的总体问题。”

在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李教员全

面接触到各级亟待解决的困难，寻找问

题的效率明显提高。

寻找问题的途径多种多样。两年

前，海军勤务学院与海军机关对接，现

代军事物流体系和现代资产管理体系

业务培训班顺利开班。

与以往的培训班不同，这一次，参

加培训的学员大都带着问题而来。

“物流是一张巨大的网，想要理清

军 事 物 流 各 环 节 关 系 ，需 要 具 备 全 局

视 角 。”蒋 教 授 认 为 ，培 养 物 流 思 维 需

要 学 员 俯 瞰 整 个 流 程 ，塑 造 新 的 学 科

理念。

培训中，蒋教授与学员积极交流，

汇总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通过解

读政策法规、探讨前沿知识、进行实践

教学等方式，拉直他们心中的问号。

培训班结业时，来自海军某部的一

名学员在交流发言时说：“物流是动态

流动的过程。要想把体系建设好，需要

改变原来‘一令一动’的工作模式。”

“为基层部队答疑解惑的同时，我们

也发现了更多具体问题。”蒋教授说，“离

保障一线越近，离解题答案也就越近。”

任务就像火车头，既
提供动力又引领方向

“课题地图”上颜色各异的地点背

后，是海军军事物流学科建设里诸多热

点与重点。心中装的事业蓝图越来越宏

大，步履“描绘”出的地图也越来越宽广。

“ 如 何 高 效 快 速 处 理 舰 艇 餐 厨 垃

圾？”一天，蒋教授备课时，接到了海军

某部一个咨询电话。

废 弃 物 处 理 ，是 绿 色 物 流 的 重 要

内 容 。 她 思 考 片 刻 ，给 出 了 一 个 初 步

建议。

一段看似轻松的“快问快答”，离不

开蒋教授对学科建设发展的敏锐目光

和不懈努力。

绿色物流是当前军事物流领域颇

为热门的话题。这个概念最初闯入蒋

教授视线，源于多年前舰艇官兵的一次

提问：“执行远海任务，如何降低对资源

的消耗？”

彼时，海军军事物流研究还处在起

步阶段。“海军作为战略性、综合性、国

际性军种，绿色发展是其建设发展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蒋教授认为，

绿色物流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

前景。

调研结束后，蒋教授向上级汇报相

关情况。在机关的支持下，她开始了对

绿 色 物 流 课 题 的 探 讨 。 登 岛 礁 、上 舰

艇，她把问题和对策形成助力海军部队

实现绿色发展的一份份报告和一本本

专著。

实 践 出 真 知—— 这 是 蒋 教 授 培 养

学员的基本理念。一年前，在读非全日

制研究生朱少佳，从某基地完成任务返

回海军勤务学院参加毕业答辩。

回想起漂洋过海执行任务这段经

历，朱少佳坦言：“是蒋教授让我勇敢迈

出这一步。”

那 年 ，朱 少 佳 成 为 蒋 教 授 的 研 究

生。刚开学不久，他就接到部队通知：

有一个选调执行某任务的机会。

朱 少 佳 犹 豫 了 ：这 次 任 务 机 会 难

得，如果错过很难再遇上；如果前去执

行任务，意味着无法按时参与学院的课

程活动，势必影响学业进度。

“ 一 定 要 去 ！”正 当 朱 少 佳 犹 豫 之

际，蒋教授向他建议，“不但要去，还要

带着任务去，带着责任去。解决问题，

要去实践中找到答案。”

一通通电话将朱少佳和导师连接

在一起。“蒋教授常常不辞辛苦为我远

程答疑解惑。”执行任务这段时间，朱少

佳的课程没有落下，他还在蒋教授指导

下高质量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一次，学员王帅面对某创新课题一

筹莫展。蒋教授建议他换个思路：不要

急于求解，先用一个月时间到基层部队

搞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

“用任务牵引课题研究，可以让学

员紧跟时代步伐，为海军军事物流体系

发 展 和 学 科 建 设 写 出 自 己 的‘ 参 考 答

案’。”蒋教授说。

于是，王帅一路辗转来到南部战区

某部队。正巧，这里即将进行物资保障

实战化训练。

来不及休整，王帅便迅速加入训练

队伍。起初，他的任务并不难：一边观

察一边采集物流信息并进行评估。

几天后，王帅把观察记录的情况梳

理好，向蒋教授汇报。采集信息的任务

完成后，蒋教授引导他科学分析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布置下一轮任务。

几个回合后，课题研究的本质和对

策，在王帅头脑中渐渐清晰。

理 清 头 绪 ，王 帅 找 到 了 课 题 研 究

的 抓 手 。 他 一 边 持 续 追 踪 训 练 情 况 ，

一 边 对 数 据 进 行 建 模 分 析 ，获 取 相 关

控制策略。

“任务就像火车头，既提供动力又

引领方向。”结束一系列任务，蒋教授带

领王帅进行复盘，“在明确的方向下不

断探索，答案才会越来越明朗。”

这几天，学员谢坤宇带着蒋教授布

置的课题任务，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

调研。战机轰鸣声中，谢坤宇沉着地观

察一次次起落，一笔笔写下自己的“参

考答案”……

一位军校教员的“课题地图”
■朱 祥 本报特约记者 李 芮

2025 年 1 月初，海军勤务学院研究

生学员马云飞顺利毕业，他撰写的毕业

论文入选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颁奖台上，马云飞手捧荣誉证书，深

情致谢；台下，他的导师蒋教授为他鼓掌。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一年前，确

定毕业论文选题时，马云飞曾感到迷茫

又焦虑：自己提报的多个选题，都被导

师以“价值不大”为由打了回来。蒋教

授耐心引导他说：“到一线去找找吧！”

“如何让学员认识到课题的价值？”

蒋教授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刚开始带

研究生学员时，她自信地认为，帮助学

员顺利找到研究方向并不是难事。

然 而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 如 果 只 有

“耳听”，缺少“眼见”，切身体会不深，很

难在脑海中描绘出部队实际需求的“画

像”。思维与实践脱钩，往往导致学员

对课题产生认知偏差。

面对学员的困扰，蒋教授意识到，

做学问要有参与感和体验感。于是，她

努 力 寻 找 机 会 ，带 领 学 员 参 与 实 践 活

动，探索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那次，蒋教授带领马云飞来到海军某

部调研。刚下飞机，一股热浪涌来，不过几

分钟，他们额头就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抵达部队后，他们发现战士们正在

进行器材搬运作业，便留心观察。仓库

内，一件件器材整齐摆放在自动行走设

备上，出入库搬运很方便，仓库建设管

理水平也很高。

感叹仓库工作井然有序的同时，蒋

教授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出入库

运输过程流畅，但这些器材如何打通便

捷上舰的“最后一公里”？

管理仓库的一名战士解释：“我们

的 任 务 是 负 责 将 器 材 运 送 到 舰 艇 旁 。

器材运上舰艇，需要专门的人员完成。”

听罢此言，蒋教授立即带领马云飞转场

来到码头。

这时，器材已经运送到距离舰艇不

远处的场地上。只见战士们正在徒手

把器材一件件搬运到距离地面十几米

高的舰艇上。烈日当空，豆大的汗珠顺

着他们黝黑的脸颊不断滑落。

“仓库内的机械化作业如何对接末

端的上舰作业？如何改进人工作业环

节，提高总体保障效率？”看着眼前的场

景，马云飞向导师提出疑问。“这正是你

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蒋教授回答。

带着问题，马云飞继续展开深入调

研。几天后，他收集到许多宝贵数据和

一手资料。

“ 躬 身 实 践 对 我 的 锻 炼 是 多 方 面

的。现在，我不仅对课题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也学会更加理性地判断课题的价

值。”马云飞说。

到一线去寻找课题——答案，在行

走的脚步里。

临别之际，蒋教授对马云飞说：“毕

业是新的起点，部队保障一线还有更多

新课题等着你去钻研。”

到 一 线 对 接 研 究 课 题
■朱 祥 本报特约记者 李 芮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习主席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

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基础学科、新

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坚持向战为战、

教战研战导向，将军队院校科研成果运

用于部队，让基层一线鲜活案例反哺教

学，军队院校肩负时代使命，扮演重要

角色。

学科建设是强校之基、兴院之本，

在军队院校全面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

关键性和引领性作用。进入新时代，军

队院校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

方针，瞄准打赢加快建设新型学科专

业，助推为战育人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

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指向。这需要我们

瞄准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深化现代

战争后勤保障规律研究，统筹推进军事

后勤理论创新、勤务保障能力升级、新

型勤务人才培育。

坚持把培养通晓实战的师资队伍

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支撑。深刻把握

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辩证统一，用教

学科研磨砺人才成长，通过锻造名师大

家、跨域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等方式，探

索“院校+部队”模式，实现学科建设与

人才培养相互促进、同频共振。

坚持把内涵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

重 要 方 法 。 如 何 把 学 科 理 论 与 实 践

行 动 融 入 学 科 体 系 建 设 ，将 学 科 建

设、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是

一 个 重 大 课 题 。 我 们 应 努 力 以 教 学

改 革 、课 程 建 设 、育 人 转 型 等 关 键 要

素为切入点、突破点，优化顶层设计，

重 塑 办 学 理 念 ，重 组 学 科 布 局 ，在 学

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中，推动高质量

办 学 ，让 新 兴 学 科 持 续 焕 发 新 活 力 、

彰显新生机。

瞄准打赢夯实学科建设之基
■石齐全

锐 视 点

海军勤务学院某系教员正在授课。 本报特约记者 李 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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