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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讯 短短 7年时间里，40家
院士工作站相继落户包头市，院士专
家团队达40多个；300余位全国名牌
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为鹿城献计，
从而为推动包头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汇聚起了强大的人才力量。

这是包头市启动院士工作站以来
聚才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包头是我区的工业大市。但与发
达地区相比，地理环境优势不足、经济

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在靠科技
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促进企业转型，
让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已经逐渐成为共识的时代，包头充分
认识到人才的竞争是关键。正是在此
背景下，2011年，包头市启动了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工作，先后出台了《包头
市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进一步发
挥科研院所和高校作用助推经济转型
发展的12条工作措施》和《包头市设立
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的意见》等政策措
施，并明确提出“对建立的包头市级院
士工作站一次性给予最高100万元的
资金支持”。

院士工作站工作启动以来，包头市
将其中的重点研发项目纳入包头市科

技重大专项内容给予市本级科技计划
30-100万元的立项支持，以此带动各
建站单位对工作站的资金投入，真正成
为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实施的主体。

截至目前，40家院士工作站涉及
钢铁、稀土、矿业、装备制造、特种材
料、药用植物、特种汽车、医学等多个
领域，引进了两院院士44人，院士专家
团队40多个，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清
华大学、东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
国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等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 300 余
人；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
元，带动各建站单位安排专项资金1.8
亿元用于支持各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

科技项目研发、实验设备配置等工作。
贝氏体钢轨性能波动大、合金化

成本高一直是制约产品质量的难题。
2016年，在王国栋院士的带领下，包钢
集团先进钢材生产技术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技术攻关后，
贝氏体钢轨成为包钢公司的主要盈利
产品之一，寿命达到普通钢轨的一倍
以上，实现新增利润1200万元。

2017年，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
心以张洪杰院士为核心的创新团队研
发并建成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
连续化隧道窑生产线，首批绿色环保
硫化铈产品下线，现已形成50吨/年硫
化物生产线一条，让稀土之都鹿城再
次在世界扬眉吐气。

各院士专家工作站充分利用院士
及其团队的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与
包头市资源、产业优势相结合，碰撞出
了智慧的“火花”，先后开展了“先进超
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锅炉管开发”、

“白云鄂博共伴生矿绿色高效资源综
合利用中试基地建设”、“新型稀土抛
光液用纳米CeO2抛光粒子的关键制
备技术的研究”等 100余个项目的研
究，投入科技研发经费达 1.8 亿元以
上，申报专利40多项，为企业突破技术
难题、加快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

院士工作站也成为了人才发展的
“聚宝盆”。几年来，一机集团装备制
造院士专家工作站以柔性引进的方
式，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志磊、王玉

明、林尚扬等院士团队10余个及有关
方面专家20余人进入企业举办科技讲
座，指导企业科技人员解决技术难题；包
头医学院采用派遣科技人员、研究生前
往院士所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的方式，
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包头稀土院
已成功引进博士1名，硕士4名，培养博
士2人，硕士4人，形成了一支拥有正高
级职称11人，博士学位12人，硕士学位
13人的高素质研究团队……

依托院士工作站，包头市企事业
单位通过柔性引进、创新人才交流合
作等方式，与院士专家团队建立起了
双向培养互动机制，企业科研人员水
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包组宣）

包头市聚才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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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土右旗的春季时冷时热，
可沟门镇威俊村村民刘天荣的草莓生意
却是持续“高温”，“春节以来摘草莓的人
络绎不绝，草莓生长的速度赶不上人们
摘草莓的速度啊！”刘天荣开心的说。

“我们也是经朋友介绍来的，都说
这儿的草莓是纯天然、无农药的，正好
周末就带家里大人小孩儿一起过来
了，看我儿子吃的小嘴都花了，完了再
带点回去，这可比超市里的好吃多了，
品质呀就是不赖！”家住包头市的付宝
威一边采摘一边和记者说。

刘天荣家2014年建起了2栋温室
大棚，“起初我就会种植香瓜、杏子、李
子，可是这些都卖不上价钱，而且现在
人家倡导‘旅游’的发展理念，我们这
里的土地质量、气候条件都很适合种
植草莓，所以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并请
专家过来指导种法，我们村率先在土
右旗搞起了草莓种植。”

一开始不懂种植技术，长出的草
莓味道甘甜但是个头不大，卖相不好，
选择品种上也差强人意，收入不高。
原本期待的高收入化为了泡影，这可
急坏了刘天荣，他到处学技术，一遍遍
的试种、一株株的观察。“种植草莓可
是得交‘学费’的，辛苦、创新、大胆尝
试一样都不能少，你看我这4分地的
草莓大概产个1000斤左右，平均毛收

入25000元完全没有问题，其中纯利
润怎么也有 15000元，这只是 4分地
的收入哦！”刘天荣细细的算着自己的
草莓账：“这只是传统的红草莓——甘
露的价钱，还有我今年种植的白草莓，
颜色、味道就像水蜜桃，物以稀为贵，前
来采摘的游客吃惯了红草莓，反而愈加
稀罕白草莓，每斤得卖到50元，这十里
八乡就我敢尝试种植，别人自然只能眼
巴巴的看我卖着稀罕的水果了！”

经过三四年的尝试，刘天荣现在
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采摘的
大户了，“我门威俊村交通便利，紧靠
国道，距离高速口也就是5分钟的车
程，所以很多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
采摘，为了有更好的经济收入，2018
年还得大干一场。”说起来年的计划，刘
天荣的心情激动了起来：“现在种草莓
的农户有很多，彼此之间区别也不太
大，就算我有白草莓那也是满足一小部
分人的需求，2018年我要扩大大棚种
植规模，也要引导附近的农民伙伴分门
别类的规模种植，比如这家种植十几栋
草莓，那家种植十几栋葡萄，还有冬枣
……专业化与规模化结合起来，既能
满足大批游客的需求，也可以打出市
场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拉长产业
链，达到产销一体，实现双赢。2018
年我也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赵丹）

□文/图 姬卉春

2006年，包头娜琳步行街。
23岁的郭雨田站在地摊儿前召呼

顾客。摊位上，摆着水杯、手电筒、发
饰等生活日用品。

有的同学发现了他，惊讶地说：一
个大学生，怎么摆地摊儿？

“其实，我在西安上大学时就常利
用节假日出去摆摊儿，收入最高的一
天挣了80块。”有人会笑话你，但没有
人会笑话钱。所以，当大学毕业回到
包头后，郭雨田首先就想到拉了几个
要好的同学在娜琳步行街继续摆摊
儿。他把从西安带回来的商品批发
给同学，然后大家分头销售。每人每
天的收入在100－200元，一点不输当
时坐办公室的工薪族。有位同学一个
月挣了3000块，高高兴兴去买了辆摩
托车。

但摆摊儿挣的是辛苦钱。有人受
不了风吹日晒，后来又经历步行街改
造，大伙儿就都陆续散了，最后就只剩
下了郭雨田。

他认真想了想，也觉得摆地摊儿
打游击终不能长远，“进市场”才是大
趋势。恰逢包头“106批发市场”建成
开业，他便将自己的摊儿突破性地摆
进了“106”。但那时的“106”，卖货的
比买货的还多。没过多久，他就被迫
歇业了。去企业做了一段导购、销售，
终究觉得不快乐，便辞职一个人跑到
了义乌。他还是想卖小商品，小商品
成本低，投入少，起步快。但究竟该卖

什么，自己也没有方向。
他找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来，

每天10块钱，住了整整一个月。天天
在义乌逛来逛去，最后发现手里要来
的名片、认识的很多批发商都是卖袜
子的。最后便背了一堆袜子回来。

还是在“106”，二楼、12平方米的
摊位，这回有了自己的名字——“九号
袜子店”。“九”即“久”，代表圆满长久，
他决定专心卖袜子。卖袜子的很多，但
同时有上千种袜子卖的却不多，样子
多，款式潮，店铺环境好，让“九号袜子
店”活了下来。

那一年是2008年。

当年营业额达到50万时，郭雨田
思考的不再是怎么让店铺活下来，而
是如何能活得更好、更精彩！他将商
品的定位确定为：高品质，亲民价。开
始重新确定店铺形象、培训销售人员、
将“九号袜子店”更名为“九号针织”，
并注册了商标。 由袜子专营店拓展
为以袜子为基础商品同时销售内衣、
家居服饰的针织店。

同时，在商品上，由供货商生产什
么我卖什么改为我要什么你给我生产
什么的“特供”方式。拥有了区别于他
人的“九号针织”专属产品。所以，郭雨
田会骄傲地向客人介绍：我的袜子你在

外面买不到。
于是，便开始了郭雨田式的分店

“井喷”：
2010年，“九号针织”的第一家分

店在宏大地下商城开业；
2011年，第二家分店在106三楼

开业；
2012年，万易店开业，固阳加盟店

开业……
到2017年，东河批发店、东河维多

利店、土右加盟店、万达店、正翔国际
店10家分店相继开业。

“九号针织”以平均一年一店的速
度快速增长，郭雨田介绍，今年，他计
划新增4家店，而且会首次走出包头，
将分店开到乌海、呼市。

铺店就是单纯意义的店铺复制粘
贴吗？郭雨田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
点，产品也有差异。有的店是“儿童生
活馆”，只销售高品质的儿童内衣、家居
服；有的是批发店，产品批发已经辐射呼
包鄂地区；有的是集合店；有的是单品店
……下一步，也有计划进大型商场，到时
候“九号针织”无论是品牌形象还是产品
品质，都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回顾从摆地摊儿到开十几家分店
的经营之路，郭雨田说：“我最感谢的
就是我的团队。创业十年，最老的员
工跟随七年，所以，‘九号针织’区别于
别人的夫妻店，我们是一群人准备用
一辈子专注只做这一件事！”说到眼下
的经济是否感觉压力，郭雨田说，市场
一直都很大，未来也很大。这要看你
选择丰衣足食还是功成名就，我们希
望是后者。

郭雨田正在整理店铺里的袜子。

7年时间，40家院士工作站相继落户；300余位全国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为鹿城献计

包头讯 2017年，包头市共有16
家企业（合作社、组织）获得49个“三品一
标”证书。至此，该市“三品一标”认证总数
达368个，占自治区认证总数的13.92%。

所谓“三品一标”，指的是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统称，是我国安全优质农
产品公共品牌，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的重要标志。

2017年，包头市 11家 38个产品
获得绿色食品证书；16家企业50个绿
色食品申报已经通过审批。绿色食品
认证比2016年增长440％，占2017年
自治区绿色食品新认证的17.1%。其
中，固阳黄芪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登
记证书,填补了包头市由农业部登记
颁发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空白。固阳
马铃薯、固阳荞麦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登记已通过审核，待证书颁发。

2017年，包头市有4家企业（合作
社），即内蒙古北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包头市春蕾农民专业合作社、包
头市荣瑞安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土
默特右旗宏乡源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0
个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此外，包头市2017年还完成了对
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矿泉水、包头市博克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的风干牛肉、达茂旗九华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马铃薯的年检工作；对
内蒙古天绿草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和内蒙古田丰
农牧有限责任公司3家绿色食品企业
8个产品进行续展；对土右旗明石农业
专业合作社、土右旗明华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包头市蒙富养殖专业合作社
等10家企业（合作社）的40个无公害
农产品进行了复查换证工作。同时，
对3家企业6个无公害产品、2家企业
5个绿色食品不符合无公害复查换证
和绿色食品续展条件，取消其复查换
证和续展资格。 （张建芳）

近日，九原区团区委组织带领沙
河五校和东方幼儿园的70余名学生和
小朋友来到九原区消防中队，与消防
官兵零距离接触，学习消防知识，增强
消防安全意识。

活动中，消防官兵带领学生和小朋
友们参观了战士的寝室、详细讲解了消
防车的功能、车内各类救援器材在灭火

救援任务中的用途等。
一个上午的参观学习活动，让学

生和幼儿园小朋友们在触摸、询问、亲
身体验的过程中，对消防工作有了更
加直观、生动的认识和感受。

瞧，消防员给小朋友穿上了消防
服，让他感到自己仿佛已经是一个英
勇的消防员了。 田苗 摄

□冯浩 摄影报道

家住九原区黄金社区的19岁高
中毕业生布乃齐穿好服装，备好工
具袋，提前走进了轻工技术学院厨
师培训教室。“毕业以后一直挺失落
的，每天不知道该干点啥，虽说是没
考上大学吧，总还想为父母多少能
分担点”，开课前的十分钟里，布乃

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现在好了，
能安安心心学点技术，也能给家里
减轻点负担！”

去年以来，九原区共举办技能
培训102期，参加培训5082人。其
中城市户2420 人；农牧民2662人，
培训专业涵盖了厨师、汽车驾驶；计
算机操作员、电子商务人员，以及
2017 年毕业年度大学生的铁路专
业、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电工、

及家政服务员、母婴护理、病人陪护
等专项能力培训。此外，九原区对
失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组织开展
培训班 5期，受训人员 350 人。今
年，九原区下大力开展了对初、高中
毕业未升学人员就业培训，像布乃
齐这样的初、高中毕业未就业走进
就业培训班的已有12人。

九原区职业技能培训科科长赵
晓燕告诉记者，“我们举办这样的培

训，一方面是为了让毕业未升学的
孩子们有个落脚的地方，掌握一技
之长，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另一方
面，也能有效地为九原区经济社会
发展增添新生力量。这个领域的就
业培训工作，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
中不断加大力度。”

图为高级厨师王诗杰（右一）为
王文凯（左一）等学员们讲解面案的
操作规程。

草莓园里的笑声

包头市“三品一标”
认证总数达49个

其中，绿色食品认证比2016年增长440％

我是小小消防员

从 2010 年起的 8 年时间里，他平均一年开一家新店。可令
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是——

从一双袜子起家

﹃
让
他
们
都
掌
握
一
技
之
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