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高新区全称“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是引领全国科学发展、创
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先导。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52个
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稀土高新区示范引
领、辐射带动、协调发展。27年来，锁定

“高新”做产业，催生强劲发展新动能。
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0年的 10亿

元，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由建区
时的3000万元，财政收入由建区时的
15万元，发展成为2018年5大类20项
指标领跑包头市各旗县区，其中，财政
收入26.8亿元、增值税收入9.1亿元，均
连续5年位居包头市第一；城乡低保、
优抚对象补贴等 10项惠民指标以及

“主席质量奖”占比两项指标均居自治
区第一……

稀土高新区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动力
何在？源于产业、项目撑起的铮铮钢骨
脊梁。

建区以来，稀土高新区找准产业突
破方向，形成了以稀土新材料、有色金
属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为
主的产业发展格局。

明晰的发展思路，加之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迅速吸引大批企业前来扎堆
筑巢。

稀土新材料产业以北方稀土、天
和磁材、稀宝博为、韵升强磁等为代
表，产值年均增速达 30%以上，围绕

“磁谷”建设，促进上下游产业对接，积
极开发新型稀土功能材料，扩大高端
应用市场规模；有色金属深加工产业
以希望铝业、震雄铜业、威丰电磁等为

代表，铝深加工产能达到135万吨，88
万吨铝水在已经实现 100%就地转化
的基础上实现了二次转化，10万吨电
解铜就地转化率达到 100%。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以北方股份、中车电机、天
顺风能等为代表，延长工程装备、风电
装备等产业链，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
造，推动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

“互联网+”、大数据、健康医疗、文化旅
游等新兴业态为主，建成总面积8万平
方米的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入驻项
目8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7年间，稀土高新区用实际行动
回应着国家级高新区的初心和使命，用
一组组亮丽的数据，诠释了“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的奋进历程。

奏好“稳”字主旋律 经济体量更大筋骨更强

倚阴山
南麓，沿黄河北岸，一脉

山峦见证拼搏斗志，一泓清水承
载奋进壮歌。

包头国家稀土高新区，在改革开放浪
潮推动下，薪火相传、砥砺奋进，从1992年建

区的0.93平方公里起步，到如今规划面积120平
方公里；从一片平地、寂寥荒芜到高楼林立，15万
常住人口、8700余家企业集聚；从百业待兴到先后
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稀土新材料基地”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级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等27个国家级基地、中心。27年
间，稀土高新区的开拓者们沿着“梦的版图”，
用“奔跑”践行“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实现了从一条路到一座城的变迁，

开启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
化”的史诗般征程。

稀土高新区行政办公楼——滨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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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
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深入实施人才
强区战略，依托国家级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内蒙古留学人员创业园、内蒙古软件
园、大学园、稀土专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
平台，先后吸引391名海归来包头创业；
培养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才7名、“万
人计划”人才2名；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
才”个人54名、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15支；包头市“鹿城英才”个人53名，产
业创新人才团队22支。

高端人才的引进，激活稀土高新区

科技发展“一池春水”。
国家特聘专家、“千人计划”人才王

亚雄博士，创办了博特科技公司，研发出
高温太阳能集热系统并实现产业化，填
补国内多项空白；“万人计划”人才赵欣
留学归国后，实施的工业机器人和伺服
电机项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留美博
士韩慧恩创办的普诺杰智业软件公司，
利用不足2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实现
年上缴税收300万元；留英硕士牛欢团
队领创办的英华融泰公司，研发的精密
医用雾化器畅销全国，填补国内空白，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高端人才和科研

团队攻克了一批批尖端技术，让稀土高
新区科技创新成果闪耀世界舞台。

如今，稀土高新区已形成集“技术
服务、中试研究、产业孵化、人才培养”
于一体的科技人才创新链条，科研人员
追着技术跑、围着产业转，甘当企业“总
工”，深入对接服务驻区企业140余家。

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为主
线，稀土高新区围绕“稀土+”“互联网+”、
智能制造、军民融合等重点领域，在创新
资源集聚、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引
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全力打造稀
土高科技策源地、内蒙古新经济引领区。

弹好“发展”协奏曲 人才科技加持底气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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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改革”大合唱 集聚创新要素后劲更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
决定命运。用好改革“关键招”，下好创
新“先手棋”，对推动稀土高新区改革创
新行稳致远至关重要。

无畏风雨，披荆斩棘。从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到搭建主体框架，稀土高
新区改革步伐蹄疾步稳，扎实推进。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确保政务服务事项
70%以上“一窗分类办”，90%以上“网上
办”，努力实现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持续释放改革
红利，做好改革创新先行区。加快“拿地
即开工”试点改革，通过调整时序、容缺

预审、告知承诺、并联审批，使项目审批
时限缩减50%以上。

改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需要
敢于创新、勇立潮头，需要有打破旧枷
锁，挣脱束缚的力量。

稀土高新区精准定位着力创新驱
动，充分发挥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的
品牌集聚效应，通过专业化园区升级，
加快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激发企业创
新动力。全力支持中科院、上海交大、
稀土研究院等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建设，鼓励企业与研发机构合作开展技
术攻关，累计实施产业化项目 33个。
目前，稀土高新区拥有企业研发中心
7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7家，创新型

试点企业79家，院士工作站9家，上市
及“新三板”挂牌企业14家，民营科技
企业孵化器19家。

创新力量源源不竭，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建成“一带一路”中欧实验室，稀
土研究院开展各类科研项目38项。中
科院稀土产业园稀土永磁伺服电机、高
纯稀土金属等项目填补产业空白。上海
交大产业园高纯氧化铝、稀土氧化锆复
合陶瓷粉体以及稀土氧化物涂层等产业
化项目产品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一路奋力奔跑追赶的稀土高
新区，正踏实改革的步伐，大胆创新
阔步向前。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
环境是重要的发展基础。企业的壮大，
创新创业的活跃，一刻也离不开良好的
营商环境。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牢固树立和践
行新发展理念，主动作为，积极服务，
全力协调职能部门，切实化解企业在
项目推进、事项审批、信贷融资等方
面存在的难题，不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下硬功夫为驻区企业打造发
展软环境，为提振企业家的底气和
信心、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
力量和支撑。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需要“硬
措施”来托底。当前，国内各大城市改
革发展竞速，正在转向优化营商环境的
竞速。

稀土高新区持续加强市场主体培
育，充分发扬“店小二”精神，进一步加
大对落户企业的培育支持力度，实施

“一企一策”“一类一策”帮扶措施，疏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管道”，通过融资租

赁、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做大
“助保金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等措
施，保障项目和企业资金需求。截至
2018年，高新区累计争取各类政策扶
持资金7.5亿元，通过电力多边交易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4亿元，通过远东融资
租赁、“助保贷”、知识产权质押等形式
帮助企业融资近2亿元，有力稳定了企
业运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
新创业。“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和企业
家对营商环境的感知最敏锐，也最深刻。

稀土高新区积极开展中小微企业
金融知识培训、银企对接会等，通过与银
行、担保、证券等机构沟通，为100余户
工业企业重点从债券、信贷、股权等方面
推介了各自新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新
举措。

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如何再
帮企业引来、留住、用好人才这一核心
资源，成为摆在稀土高新区面前的又

一难题。
稀土高新区积极推动人才政策创

新突破和细化落实，坚持用感情留人、
用事业留人、用服务留人，在住房补贴、
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提供必要的
生活保障，让人才和企业家安心创业，
更好服务地区经济发展。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新时代发
展大潮中阔步向前的稀土高新区，在党
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
正确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浓烈
氛围浸润下，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对内蒙古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把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为内蒙古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
为生动实践，立足新起点、构筑新优势，
奋力开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新局面。

吹响“政策”金号角 优环境强服务聚商引商

作为全国稀土产业发展的风向标、领头羊，
如何打好“稀土牌”，让优势更优？在稀土这个关
系国家战略产业发展的现实考卷上，稀土高新区
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着眼高起点布局，积极
落实包头市出台的《包头市关于进一步加快稀土
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支持稀土新材
料产业园区发展十条政策》，配套出台《稀土高新
区对稀土新材料企业给予销售奖励的实施意见》
等政策，从原料保障供应、用地政策、基础设施建
设、电价优惠、产业基金、销售奖励及贷款贴息等

10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长安永磁电机是稀土高新区政策护航下的

受益者。该企业总经理助理苏锦智表示：“正是
在‘稀土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支持稀土新
材料产业园区发展十条’、科技‘小巨人’企业培
育扶持办法等政策的推动下，企业才得以不断创
新突破，成功开发了10多类300多个规格的高精
密稀土永磁电机。”

以政策优势和资金红利大力扶持稀土产业，在
企业家看来，企业在前面奋力发展，政府力量在后
面发力助推，创造一切有利于项目建设、企业发展

的便利条件，这无异于为企业插上
一双“隐形的翅膀”，得以振翅飞翔。

加大支持扶持力度，推动项目、
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稀土产业倾斜，随
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稀土高新区稀土
产业以“奔跑”的姿态，迅速吸引江馨微电
机、中鑫安泰等优质企业安家落户，并形成集聚
效应。目前，稀土高新区稀土及配套企业已突破
百家，从业人员累计超万人。

如今，闪耀世界的包头稀土，正散发出神奇
的工业文明之光，凡掠过之处，皆灿若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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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轴，总有一些特殊节点，永恒定
格，刻骨铭记。

1794 年，当芬兰科学家发现第一个稀土
元素钇，一扇因“稀土”造就的奇迹之门就此
打开。

1935年，被誉为中国稀土矿床之父的何作
霖向世界宣告：白云鄂博探明稀土矿。一时间，
白云鄂博这个陌生的名字轰动了学术界。

1954年，依托白云鄂博多金属矿山的资源

优势，中国稀土工业在包头扬帆起航。
1978年到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

毅七下包头，在白云鄂博现场研究和解决稀土
矿的综合利用问题。

1992 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
调：“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一定要把稀土的
事情办好。”

就在这一年，全国唯一以稀土资源命名的
国家级高新区仰稀土之势，因稀土而生，并承载

了依托资源开启征程的远大梦想，肩负起稀土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国家使命。

稀土被誉为“现代工业维生素”，广泛应用
于几乎所有高科技产品中。当今世界，每六项
新发明中就有一项与稀土有关。

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资源”，包头拥有其
全国83.7%、世界38.7%的储量，是世界最大的
轻稀土基地，被誉为“稀土之都”。

稀土高新区，作为包头乃至全国稀土产

业发展的“领航区”，经过 27载奋进与求索，
已形成稀土信息交流、检验检测、产品交易等
完善的产业发展配套体系，实现稀土永磁、储
氢、催化、抛光、发光、合金六大功能材料全覆
盖，110多家稀土企业中，新材料企业和终端
应用企业占比分别为 63.2%和 29.5%。从

“挖土卖土”到“点土成金”，稀土高新区稀土
产业实现了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创建品牌
转变，从行业低端到产业高端的蝶变重生。

┌┌

┌┌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到内蒙古考察时，就谆
谆告诫我们要走出简单“挖土卖土”的传统发展方
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指
出，只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才能突破发展困境，
提升发展水平。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张院忠调研稀土高新区时强调，要打好稀土特色
牌，做好“稀土+”文章，稳存量，提质量，抓增量。

优项目、重创新、促转型、谋发展成为稀土
高新区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推动稀土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目前，稀土高新区通过永磁、催化、合金“三
主”产业的推动，带动发光、抛光、储氢“三辅”产
业发展，永磁、抛光、储氢三大新材料产量分别
达到2.5万吨、2700吨、1.28万吨，储氢和抛光产
量均位居全国第一，磁材产量已提升到全国第

三，并连续5年保持30%以上增速，稀土新材料
产值约占稀土产业总产值的50%。稀土企业、
科研单位参与起草国家和行业标准160项，占国
家、行业标准总数的60%以上。稀土产业集群
被确定为国家级工业园区标准化示范项目，实
现了稀土科研、标准、产业同步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曾指出：未来我国工业
将由传统的“声、光、电、液”向“磁”发展，磁应用领
域市场前景广阔。包头稀土产业要实现由“挖土
卖土”向“点土成金”转变，必须抓住磁应用，做好
磁文章，推动稀土永磁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审时度势，科学研判，围
绕建成国家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和中国“磁谷”，
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稀土高新区稀
土产业三大主导产品中，稀土原材料以北方稀

土、新源稀土2家企业为代表，产值约占稀土产业
总产值的32.5%；稀土新材料以天和磁材、三隆金
属材料、包钢稀土磁性材料等25家企业为代表，
产值约占稀土产业总产值的36.5%，是稀土产业
发展的主力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构成，也
是2018年稀土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新增上限主
要行业；稀土应用材料以三德电池、稀宝博为等5
家企业为代表，产值约占稀土产业总产值的31%，
是稀土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稀土高新
区稀土产业致力发展的主要方向。

目前，稀土高新区稀土永磁、储氢、催化、
抛光、合金五大功能材料产业链不断完善，已
具备年产100台核磁共振仪、700万只镍氢动
力电池、10亿颗LED封装能力，可生产11大类
50余种、近千个规格的各类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稀土产业靠什么实现这个目标？在中科院包头
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看来，科技创新就是
最好的答案。

稀土和科技的碰撞会带来怎样的创造力
和爆发力？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稀土共晶荧光体
项目”，将巴掌大的晶体加工成一个个0.2毫米厚
的矩形小薄片，可做广场、大型球场、码头等高功
率探照灯用新型发光替代材料，能在高温下连续
使用10万小时以上不发生老化衰退。“中科宝宝
果蔬”项目，利用稀土光源补光灯系统，对时令果
蔬进行人工补光，可大大提高座果率，并缩短开

花结果周期。“稀土硫化物着色剂项目”可替代有
毒铅镉颜料，目前已成功下线稀土口红、印泥、指
甲油等，无毒无害、绿色环保、颜色艳丽;已下线
的稀土釉陶瓷，具备耐磨、抗腐蚀、无辐射、无铅
镉溶出等品质，且具有稀土改性无机抗菌成分，
能有效破坏细菌细胞膜并抑制细菌增殖。

截至目前，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已突破
多项核心技术，其中，高纯稀土金属项目突破了
稀土在钢中规模化工业应用时的瓶颈，澄清了稀
土的纯净度，填补了国际空白；纳米超光滑稀土
铈基抛光液，性能全球领先；稀土永磁材料表面
纳米多层镀膜技术，突破了电镀工艺酸碱废水排
放和镍、铜、铬、锌、氯离子处理等世界难题。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紧紧扭住“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
着力构建“两院五园”协同创新的稀土研发

新格局，累计建成稀土类企业研发中心30家、占
全自治区研发中心的38%，建成稀土类院士工作
站5家、占全自治区院士工作站的71%，建成重点
实验室4家、占全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的80%，全
面提升了稀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驻区80%以
上的稀土企业建立了自动控制、在线监控及数据
实时传递系统，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一致性显
著提升。

从并跑到领跑，从注重经济效益到注重绿色
环保，稀土高新区作为稀土产业的领舞者，正全
力锻造稀土产业发展的“绿色金链条”，使稀土产
业的价值链由“低杠”翻上“高杠”，逐步实现“腾
笼换鸟”。

稀土是影响世界未来经济、国防等关键领域
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
经济优势，将“稀土产业”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以做大、做强、做长稀
土产业链条为抓手，全力在磁材延链、合金突
破、镧铈转化上下功夫，强化新材料和终端市
场的衔接，通过延链补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率和产品精深加工度，实现稀土产业高级化和
稀土产品高端化。

全力推动磁材延链，着力打造中国“磁
谷”，积极助推江馨微电机扩建、英思特3C系
列产品磁材生产基地等30个项目投产达效，加
速形成永磁产业链的集聚效益。金蒙汇磁、英
思特等企业的电声类磁性材料、磁组件等产品
在同行业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江馨微

电机智能驱动电机、中科世纪稀土硫化铈着色
剂、北方稀土超导磁共振等终端应用项目填补
自治区产业空白。科锐微磁粘接磁粉、金蒙汇
磁粘接磁体、稀宝医疗等多项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深入实施“稀土+”战略，全力推进“合金突
破”，重点推动中科院高纯稀土金属、稀土钢等
项目实现产业化，加大稀土铝、稀土铜、稀土镁
等新材料研发力度，加快推动中科稀土特钢创
新中心、上海交大稀土钛合金等稀土合金中试
项目产业化，实现金属制备工业由初级产品输
出向高端产品转型的华丽转身，打造国内高端
稀土合金聚集地。

大力推进“镧铈转化”，重点发展稀土储氢、
催化、着色剂及应用产品产业链，促进高丰度稀

土镧铈资源的平衡利用。积极推广希捷环保等
绿色催化产品，推动朗特汽车尾气净化剂等项目
实施，持续壮大催化材料产业链。扶持稀土镍氢
电池等产业发展，促进储氢材料就地采购、
就地转化。

乘风起势，奋力鼎新。高新区依托
3个专业科研院所、“一带一路”中欧重
点实验室、9个院士工作站、30个企
业研发中心以及2000多名稀土科
研人员汇聚起的强大科研力量，
着力提高稀土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使稀土资源“料成材、材成
器、器高端”，逐步掌握稀土市
场话语权、技术控制权、创新引
领权。

做好发展“选择题” 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硬科技“加持” 锻造产业“绿色金链条”

强链条壮集群 助力产业实现高端化

“政策东风”助跑 让稀土产业优势更优

稀土公园。

稀土高新区地标性建筑——稀土大厦。

东宝生物胶原蛋白生产线。

包头常铝智慧仓储。

包头震雄铜业年产6万吨铜杆及铜导体项目生产线。

宽敞靓丽的万水泉大街宽敞靓丽的万水泉大街。。

晚霞照耀下的盛世宝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