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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如山，1000篇

致谢词有 1000种真情

表达

“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得遇恩师、
三生有幸……”
“在我无从下手时，老师总能从

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引导我梳理出脉
络……”
“他是师门的魂，是师门精神的根

源……”
翻开气象海洋学院研究生的毕业

论文，每一篇致谢词中都无一例外地提
到自己的老师。这些文字有的文采飞
扬，有的朴实无华，但都在诉说着那段
在老师帮助下飞速成长的时光。

2020 年 12 月 9 日，吴国溧迎来博
士毕业论文答辩。凭借平日充分的
积淀，他的答辩进行得很顺利。望
着台下导师赞许的目光，他又一次
想起了 3 年前敲开导师办公室的那
个下午。

那一天，还是博士研究生一年级的
吴国溧鼓足勇气，试图去说服自己的导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君强。
“我本科学的是航空航天，硕士研

究的是数值气象预报，现在让我搞海洋
科学研究，我觉得自己有些困难。”面对
宋院士，吴国溧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苦
恼和想换研究方向的意愿。说完这些
话，他顿时觉得“这辈子的勇气都用完
了”。

让他意外的是，宋君强院士并没
有责怪他，而是给他讲述了自己放弃
数值气象预报领域深厚积淀、转向陌
生的深海领域进军的故事。宋院士告
诉吴国溧：“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为
了走向深蓝，我就是把后半辈子搭进
去也值得。”

这是吴国溧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
么叫祖国的需要，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导
师说出那 8个后来同学们都耳熟能详的
字——不要畏难、坚持下去。

在接下来的 3年里，每当吴国溧遇
到瓶颈时，导师的这句鼓励总会出现
在他的耳畔。梳理研究脉络、联系指
导专家、开展研究攻关……在导师帮
助下，吴国溧开始了自己的博士攻读
之路。
“正是宋老师的亲身示范和那 8个

字的鼓励，给了我从零开始的勇气。”在
论文致谢词里，吴国溧这样写道。

如果说，吴国溧对老师的印象最深
的是那次登门求教，那么对于硕士研究
生咸明皓来说，导师刘西川的形象就珍
藏在那个蓝色布兜里。

去年 3月初，咸明皓作为学员骨干
首批返校，提早回来担负院区防疫任
务。返校后的那段日子里，每天都吃着
统一配送的盒饭，咸明皓早就吃腻了，
却又无可奈何。

解除隔离后的第一天，导师刘西川
提着一个蓝色布兜来到咸明皓的宿舍：
“知道你今天解除隔离，这是你师母特
意给你做的，尝尝。以后想吃啥就给我
发消息，我让你师母给你做。”

直到现在，咸明皓都清楚地记得，
老师送过来的那两道菜：小龙虾炒蒜
薹、萝卜炖鸭肉。这两道普通的家常
菜，他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唇齿留
香。在咸明皓的回忆里，那顿饭他是
噙着泪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中吃完
的。而那个布兜，被他一直留到了现
在。
“布兜很小，但老师的恩情很重。”

在论文致谢词中，咸明皓这样写道。

脑海之中有一个凤

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

惜的朋友

一年内获批发明专利3项，以第一作
者发表 SCI论文 5篇，其中 2篇被 1区收
录……这是硕士研究生蒲康的毕业成绩
单。每当有师弟师妹来请教成功经验
时，蒲康总会来上这样一句：多亏了“智
慧小屋”。

长望楼 210房间，是气象海洋学院
电磁波大气环境效应与应用研究团队
工作室的研讨室，团队成功习惯将其称
之为“智慧小屋”。
“我的论文选题来自团队偶然的一次

讨论，真心感谢长望楼210房间深夜的灯
火，怀念朋友们每一个一起加班研讨的夜
晚。”论文致谢词里，蒲康这样写道。

2019年 11月 5日，蒲康对这个日期
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晚的一场雨，他
的毕业论文选题诞生了。

那天晚上，团队召开例会。讨论结
束，大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去，蒲康拿出
手机，刷了半天，手机上冒出几个字：网
络连接不可用。
“师兄，帮我交个话费呗，我手机好

像欠费了。”师兄胡帅拿出手机，设想出
现了和蒲康同样的情况：网络连接不可
用。

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意外，
许多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巧合
了。其他人也都纷纷看了看手机，大多
数人的信号显示也都是一两格。

听着天际间传来的一声滚雷，大家
脑海里纷纷蹦出这样一个念头：恶劣天
气会对手机信号产生影响，是不是也可
以用信号的衰减来反演天气状况？

不知是谁开了个头，大家又重新坐
回桌旁，讨论直至凌晨。类似这样的夜
晚，这两年半来，蒲康不知道经历了多
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时间里，这个
小屋里讨论出了40余篇SCI论文、20余项
发明专利、10余项软件著作，走出了1名
全国光学工程学科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3名全军及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
“大家都很忙，很多时候加完班来

到 210实验室都是深夜。大家在一起有

时候是开展学术交流，有时候就是简单
拉拉家常，吐吐心声，缓解一下生活和
工作上的压力。”在蒲康眼中，这个工作
室更像是一个家，一个可以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地方。
“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

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毕业前夕，研
究生张弛想起了那首《凤凰花开的路
口》，他即将挥手告别师弟赵则正。
“走啊，师兄，陪我去跑个步吧。”在

毕业准备最痛苦的那段时间里，张弛的
学术论文也落在后边。看到张弛焦虑
的样子，师弟赵则正找到他，约他一起
去跑步。

4月初的田径场，乍暖还寒，空荡荡
的跑道上只有两人的身影。“师兄，其实
科研跟跑步差不多，当我们感觉最痛苦
时，也就意味着突破的日子要到了。”跑
步时，赵则正的这句话让张弛愣了一
下。对于愁苦多日的张弛来说，每一句
安慰都显得格外珍贵和感动。后来的
日子里，张弛努力调整好状态，顺利完
成了毕业论文。

为了感谢赵则正的陪伴，张弛特地
做了一对分别刻着两人名字的印章。
把印章送给赵则正时，张弛还交给了他
一封信。在信中，张弛再一次将毕业论
文致谢词中的这句话写了上去：“感谢
挚友赵则正的陪伴，在我痛苦和迷茫时
给我以鼓励和安慰。下一个凤凰花开
的路口，我们再相遇。”

得益于拼命奔跑的

付出，让自己能够实现心

中的梦想

跑步，是张琦的拿手好戏。
从小入选长跑队、身高 1米 8，无论

是在本科时期还是在基层任职，张琦一
直是跑道上的“领军人物”。但从他来到
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攻读硕士研
究生的那天起，张琦意识到，在科研的这
条“跑道”上，自己的优势没有了。
“功课基本上就是从头开始。”事实

上，对于张琦来说，这个从头开始的起
点甚至都不是零，而是负数。导师张韧
教授是全军海洋领域著名的风险评估
专家，牵头负责多个国防重点项目，开
展的都是前沿领域的研究；同门师兄弟

大多是直读硕士博士，无论是理论功底
还是编译能力都要比他强太多。在这
样的团队里，无形的压力时刻都在提醒
着张琦：在晨钟暮鼓的时光里，一无所
有就是自己“奔跑追赶”的理由。
“每次看到张琦，感觉他最常用的

一种姿态是：一路小跑。”这是师姐洪梅
对张琦的印象：从导师办公室到研修
室，跑！从海洋楼到宿舍，跑！从宿舍
到食堂，跑！
“自己就仿佛是在和身边的千里马

比赛，一刻也不敢停下！”在张琦的笔记
本首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翻开他的淘宝记录，两年多来，下
单次数前三名是咖啡、红牛还有面包，
下单时间大多在凌晨 2点多钟。面包就
辣酱是张琦吃过最多的午餐。“不爱吃
泡面，吃个面还要烧水、下料、等着面泡
好，太浪费时间了，还是面包省事。”光
是入学的第一年，张琦阅读的专业出版
物和纸质文献摞起来比他自己还要高。
“感谢拼命奔跑的自己，让我能够实

现心中的梦想。”最终张琦用他的努力把
自己从一名科研新手变成了风险评估的
行家里手。“论文致谢词”里，这位曾经指
挥着百号人马的陆军军官仿佛找回了在
部队带兵比武的那股劲儿。

不同的求学历程、同样的奋斗时
光。对于每一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来
说，每一次研究突破、每一篇论文发表、
每一份光鲜奖项的背后，都是皱不完的
眉头、薅不尽的头发、数不清的通宵。

研究生郭涛习惯叫自己是“研究僧”，
每天的生活看上去千篇一律，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查文献、整数据、做试验、写论
文。机房里，他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
一个走，以至于到最后，师兄们称他是“机
房大内总管”。就是在这样长年累月的坚
持中，他从刚入学时的“编程小白”，变成
了同门口中的“编译大咖”。
“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段敢于拼

命的经历，感谢这段平凡而又充实的生
活，让我创造出不平凡的精彩。”郭涛在
致谢中写道。

2021年元旦前一天，学校组织学位
授予仪式。人群中，张琦和咸明皓把硕士
帽高高抛起。伴随着相机快门按下，他们
的军校时光即将画上句点。这群在奔跑
中成长起来的“科研后浪”，即将在新年走
向崭新征程，汇入军事气象海洋研究的滚
滚洪流……

写在“致谢词”里的时光
■姚建兴 齐旭聪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寒冬，太行山麓。今天，我将作为运
输机飞行学员，和领航学员韩镇涛及另
一名飞行学员常雪松一同进行“编组单
飞”考核。
“编组单飞”是让不同战位的学员组

合在一起放单飞的独特考核模式。这次
属于我们的“成人礼”，被安排在新年开
训第一天。
“新年新气象，加油好好飞！”教导员

的鼓励，让我心中充满力量。伴着朝霞，
我和战友们信心满满地登上战机。

随着一枚信号弹腾空而起，检查
导航设备、检查领航时钟、调配出航方
式……一连串准备动作干净利落。战
机如离弦之箭，直刺蓝天。

高空之上，没有了飞行教员的“唠
叨”，我和战友们格外小心：眼前仪表上
数据的任何变化都牵动心弦，耳机中每
一组调配命令都印刻脑海，眼睛余光里
战友的每个动作都要密切配合……
“左发动机空中停车练习！”随着塔台

特情演练指令下达，原本平稳飞行的战机
瞬间剧烈颠簸起来。这让我的神经紧上

加紧。我迅速检查仪表盘指针变化，判断
飞机姿态，在领航学员配合下，按规定流
程操纵飞机，最终战机回到了既定航线。

此时，我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湿。
感受着凛凛寒风托举着双翼、朵朵白云
从翼尖掠过，我忽然明白了：“蚕蜕四皮，
化茧成蝶；鹰换新羽，振翅翱天。”

骄阳下地面预习，冰雪中苦练精飞，
风雨中摸爬滚打……过去一年的一幕幕
浮现脑海，这一刻，我为自己和战友而感
到骄傲。
“新的一年又会是怎样呢？”想到这

里，望向远方刚刚溢出金色阳光的广阔
天际，我知道，新的一年就像眼前的一切
充满未知。只有在苦练技术本领中丰满
羽翼，我才能向着更远的未来飞翔！
（罗志、本报特约记者朱晋荣整理）
上图：驾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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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山巅见朝阳
■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 王君行

研战知战，方能胜战。习主席指

出，“要着力创新战争和作战筹划，紧

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紧贴作

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大兴作

战问题研究之风。”军队院校必须紧贴

职能使命，坚持以战领研、研用结合，

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为战斗力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向战”的科研理念。军事科

研的宗旨就是为打仗服务、为基层服

务、为部队服务。军队院校科研要坚

持需求主导，树立贴近部队、贴近实战

的科研理念，鼓励科研人员深入部队

一线调研，找准部队建设、训练中的

“痛点”“难点”，从源头上把握科研立

项关口。同时，军队院校科研要坚持

超前设计。当前，世界正处于智能化

新军事变革的孕育期，智能化战争的

萌芽期。军队院校科研人员应着眼未

来战争演变趋势, 着力构建智能融合

的指挥体系架构、建设人机协同的智

能作战力量、提升以智反智的战场防

护能力，在智能化基础性、前沿性、战

略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把

握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的主动权。第

三，军队院校科研要坚持理技融合。

正确把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辩证

关系，把军事理论创新建立在军事技

术支撑之上，用先进的军事理论牵引

军事技术发展。科研人员应研深悟透

智能化战争的制胜机理，用前瞻的理

念设计战争、指导战争，牵引技术运

用；用先进的技术研发装备、支撑战

术，促进理论创新。

突出“向战”的科研重点。广大

院校科研人员要始终把军队建设和

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要作为科研

的主要任务。第一，深化作战理论研

究。科研人员只有着眼新编制装备、

新力量结构、新运用方式，在搞透现

代战争制胜机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

军兵种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职能定

位、主要任务和能力需求，才能重塑

作战指导、力量编成、指挥方式、行动

方法等理论体系，为未来作战提供新

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第二，突出作

战对手研究。应从战略到战术、从力

量到装备、从优点到缺点，加强系统

分析，搞清作战对手情报侦察、火力

打击、力量运用、作战行动等基本方

式，将战场环境考虑得再复杂一些，

把应对挑战考虑得再周全一些。第

三，推动装备运用研究。坚持机械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既要

尽快补齐我军机械化、信息化领域的

短板弱项，又要抓紧智能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围绕装备作战效能发挥，搞

透装备实战运用规律。把专业装备

作战运用研究引向深入，将有益成果

运用于装备训练和战术训练。

实现“向战”的科研转化。科研

创新，了解需求是起点，转化应用是

落点，只有形成闭合回路，才能有效

反哺作战训练、服务部队建设。军

队院校应树立服务部队、服务战斗

力的科研思想，与部队建立联研联

训机制，反思成果存在的不足，精心

打磨、逐步完善，努力将“成品”变为

“产品”，经得住部队实践和实战的

检验，打通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

里”。同时，军队院校应紧跟社会发

展脚步，构建机制健全、研究布局科

学、模式方法先进、人才梯队合理、

基础条件完善、科研作风扎实的科

学研究创新体系。放眼全军科研大

格局，扶持有发展潜力和重要价值作

用的项目，建立院校、社会和部队定

点互助的方法路子，帮助项目组畅通

科研转化渠道。把科研成果对战斗

力生成的贡献率作为科研质量的重

要评价指标，完善科研评价机制，调

动为战研战的积极性和内动力。树

立正确的科研导向，营造良好的科研

学术氛围，让科研人员真正把保障打

赢作为最高目标，当成自己科研事业

的最高追求。

科
研
的
脚
步
向
战
而
行

■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校
长

王
金
龙

每当北风呼啸雪花飘飞时，军校学员们的期末考试也如期

而至。训练场上争先恐后的学员们，面对这场大考严阵以待。

军校学员精心创作的这组漫画，描绘了学员们精心备考的场景。

卢沩宗、朱 胜、陈刘伟绘

凌晨 1 时 58 分，万籁俱寂。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
个字符，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博士研究生吴
国溧按下保存键，然后关上灯走出门去。看着银色
月光下闪亮的“海天”两个字，吴国溧并没有预想中
结题时那种“武士收刀入鞘”的亢奋感。此刻，他满
脑子里都是刚刚敲下的论文致谢词和背后那一段段

难忘的时光。
在他心中，与几万字的论文相比，最后几页纸的致谢

词如同窗外的月光，爽朗但又深刻。它像一首隽永的小
诗，只用三言两语便道尽漫长的求学时光；它又像一次郑
重的道别，给研究生时光画上句点，最后再用力地向每一
位师者和同行者挥手致意。

研究生毕业季 院校长谈

学员心语校园漫画秀

图①：毕业前夕，咸明皓在“放飞梦想”雕塑前留影。
图②：“智慧小屋”的成员们在进行学术讨论。
图③：研究生毕业学员写下“致谢”心语。

徐浩洋、周富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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