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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细作谋发展 砥砺奋进结硕果
——来自鄂尔多斯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的发展报告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2017年2月13日经国务院批复为国家级高新区，标志着鄂尔多斯高新区成功跻身国家高新区
行列，实行现行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成为鄂尔多斯市第一家、自治区第三家国家高新区。鄂尔多斯国家高新区坚持高
端导向，突出创新发展，主抓企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创新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平台为支撑的区域创
新发展体系，呈现出产业特色鲜明、高端要素集聚、创新创业活跃、管理服务高效、创新体系完善的科技新城形态。在这个新晋“国字
号”的高新区，在触摸其强劲发展脉动的同时是园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全面升级。

升级后，鄂尔多斯国家高新区重点
发展云计算、节能环保和新材料产业，机
遇发展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产业，配
套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了“一区四园”
发展格局。鄂尔多斯国家高新区，承担
着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全
市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完善的区域创新
体系的责任和使命，秉承“‘七网’同建、

‘七业’同兴”战略，为开发区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期发展指明方向，明确全年“七
网”“七业”建设的重点任务、推进计划及
保障措施，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突破、
主导产业发展的大跨越。按照“发展现
代经济必须加强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和

“年内每个产业都有一批标志性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形成‘落地一个项目、带动
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集群’”的重要指示，
高新区根据适应发展、适度超前的思路，
完成“四园”一期20平方公里范围内道
路和配套管网、水电设施建设。科教孵

化园建成12万平方米的办公、孵化和研
发场所，2.5万平方米的中试厂房。云计
算产业园一期4平方公里实现“九通一
平”，14栋20万平方米标准化数据机房
中的2万平方米具备使用条件，4万平方
米具备招商条件；云计算产业园中心岛4
号数据机房6万台服务器已具备招商条
件；正在建设直通北京双回路传输光缆，
预计10月份可投入运营；年内建成云计
算产业园配水厂，完成道路照明设施和
信号灯安装；9月底完成产业拓展园给排
水、供气和供热工程，逐步打通园区内

“微循环”。以市场化方式与三大运营商
合作，实现一跳直连国家骨干网络，出口
带宽达到600G；配套实施的1座220KV
变电站、2条10KV双回路供电线路建成
投用，云计算产业园已成为全国基础配
套条件极为优越的专业园区。产业拓展
园基本实现“九通一平”，具备大的产业
项目落地条件。

规划产业升级 基础建设成果显著

近日，在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俊雁
主持召开的市委四届26次常委会议上，
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获
批国家级高新区，既是难得的机遇，更
是极大地挑战。此次获批，使鄂尔多斯
高新区进入到全国156个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行列，为鄂尔多斯创新发
展、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载

体，标志着鄂尔多斯市的科技创新能力
达到新高度和新水平。鄂尔多斯市委、
市政府将高度重视，把推进高新区建设
发展与推动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
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优化发展
环境，迅速形成举全市之力推进高新区
建设发展的良好态势，使高新区真正成
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

强化扶持力度 政策规划催人奋进

据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白霞介绍，一直
以来，高新区都以“发展高科技、培育新产
业”为方向，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
驱动，主动融入呼包鄂协同发展大局，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快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不断集聚。已累
计引进两院院士6名、国家“千人计划”7
名、“长江学者”4名、“百人计划”3名；引进
并培养自治区“草原英才”18人，鄂尔多斯

“天骄英才”8人、“草原英才”17人、“鄂尔多
斯英才”5人。获批自治区级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1个、自治区级产业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4个。累计承担国家、自治区及
市级各类科技、人才项目50余项；累计申
请专利240项，授权专利158项（发明专利
39项）。获批国家、自治区和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30项，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获鄂尔多斯市中青年科技创新奖1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2家，入库4家。

走进高新区，内蒙古紫荆中拓新能源
智能微电网有限公司一期生产线上工人们
正在抓紧生产垂直轴风电机组，与传统风电
机组不同，这里用的是新一代垂直轴风光互
补智能微电网系统。“垂直轴风光互补智能
微电网系统技术团队由清华大学、归国留学
创新创业人才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目前
在全国多地成功应用并实现产业化，产品已
出口到欧美、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

像紫荆中拓公司一样的科研机构和
企业在高新区还有很多。6年来高新区积
极招商引资和推动产业发展，已累计注册
企业328户，已落地重点工业项目10项，
服务业项目22项。在光能科技高灵敏度
气体检测仪生产车间里，从美国回国的首
席科学家阎文斌正带领他的科研团队进行
光能科技高灵敏度气体检测仪的生产、检
测研究。阎文斌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莱斯大
学化学博士，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创造了
多个世界首创的成果。现该项目已经进入
试生产阶段，有望年内达产。

坚持创新驱动 创新成果集聚明显

坚持高端要素集聚
营造良好“双创”环境

科教孵化园科教孵化园。。

生物医药生物医药
科技项目科技项目。。

鄂尔多斯光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灵敏度气体检测仪生产项目鄂尔多斯光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灵敏度气体检测仪生产项目。。

泰坤科技人员工作情景泰坤科技人员工作情景。。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国家高新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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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仲平说，
只有不断筑巢引凤，园区才能发展
壮大。高新区进一步加大了产业和
城市一体发展的资源倾斜支持力
度。盘活公租房闲置房产，对高新
区规划范围内的水、电、路、讯，以及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
配套项目优先安排。在高新区科教
孵化园重点扶持建设一所高等院
校、一所知名中学、一所知名小学、
一所综合性医院，不断完善高端特
色教育、医疗、旅游、商住等社会服
务功能。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创造
最优的“用户体验”,打造高端创新
人才集聚的新型特色小镇和科技、
人文、生态、智慧产业新城，为推动
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奠定基础。

特别是今年，高新区通过和科
技部火炬中心、自治区科技厅对
接，于2017年6月至8月成功承办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内蒙古

赛区）赛事，在2017年7月12日至
13日成功举办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以及
云计算产业研讨会，并召开中国云
计算产业推介会，为鄂尔多斯市云
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树立标杆典
范，谱写云计算大数据产业新未
来。本次开园运营的4号数据中
心，可提供3008个高标准机架资
源，承载6万台云服务器，互联网
上联中国电信骨干节点，可提供T
级网络传输能力，不仅能够充分满
足鄂尔多斯本地政务云、医疗云、
教育云、物联网和大数据中心的资
源需求，提升区域性信息化水平，
还可以横向满足周边盟市及相邻
省份的云计算资源需求，纵向辐射
全国各行各业的灾备中心、云平台
和大数据中心的资源诉求，是自治
区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的重要一环。

□晓月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再谱转型发展新篇章

“十三五”期间，高新区将以国
家级高新区建设发展为契机和抓
手，本着坚持“全面创新、生态引领、
市场导向、开放共享、分类指导、集
约高效”的发展原则，重点提升发展
众创空间，积极推进大众创业，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完善科技金融链条，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活力产业
体系，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坚持科
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优化
国家高新区战略布局，着力营造产
业和创新创业生态，实现经济、科
技、社会、生态和谐统一，有效支撑
和引领全市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
中高端水平。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管理
水平。切实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
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上先行先试，
推动高新区建立“小机构、大服务，
小政府、大市场”的运行机制，提升
高新区管理水平。二是坚持创新驱
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发展高
科技、培育新产业”为方向，以项目
产业化为目的，加快搭建创新平台、
构建创新体系、集聚创新要素、营造
创新环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引领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三是多措并举，加快
提升产业规模。坚持内生增长与外
延扩张相结合，以培新育小开展招
商引资，引入龙头企业和总部企业，
以科技引领与创新驱动为导向，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
园区产业的高端化、集群化和国际
化。四是抓住重点，全力推动云计
算大数据产业率先发展。不断完善
提升基础配套水平，推动鄂尔多斯
至北京双路由光缆传输通道全部投
运，彻底破解基础设施和网络传输
瓶颈，建成华北乃至全国最专业、最
领先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配套。全
力推进与中国电信、伟东科技加强
4号数据机房的招商和运营，吸引
典型客户入驻。设立云计算产业发
展基金，全力争取京东集团、世纪互
联等行业巨头落地建设云产业项
目，加快建设中国北方云基地。五
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城融合发
展。着力做好科技金融、创新人才、
技术转移、孵化器、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产业技术联盟等工作，提高科技
服务水平。规划建设高等院校、知
名中小学、研究型医疗机构等，完善
教育、医疗、商住、物流等社会服务
功能，打造产城融合科技新城。

展望未来，到2020年，高新区
特色产业集群效应明显，辐射带动
周边区域发展的机制探索取得较大
突破，形成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创新创业生态和高效率的
创新体系，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和经
济创造能力的持续较快增长，力争
建成中西部一流的创新型特色园
区，成为西北部区域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