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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展望新闻未来的走向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创客等各类创新
主体，是引领内蒙古创新发展的基础和依托。

实施创新驱动，坚持抓住关键搞创新，就要充分发
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高校的创新引领作用，高技术
园区的创新骨干作用，各类平台载体的创新支撑作用。

前不久，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内蒙古自治区2019年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对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
司等108家企业予以高新技术企业备案。

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到752家，营
业收入达到3875亿元。2019年底，自治区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接近900家。

2018年，全区384家企业研发中心研发经费支
出达到73.09亿元，实施在研项目2866个，累计授权
专利9656项，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了重要作
用。2019年，自治区共组织认定自治区级企业研发

中心76家，总数达到460家，涉及采矿、能源、化工、
冶金、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
子信息、生物制药等领域。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
才驱动。

针对我区创新型人才短缺的实际，自治区深入
实施“草原英才”工程，大力培养人才，广泛集聚人
才，用活用好人才，切实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
才华搭建广阔的舞台。

自治区教育厅一份材料显示，“十二五”以来，全
区高校有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3人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1人获得中组
部“千人计划”青年项目，4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各高校各学科领域发表论文8万余篇，累计获
准专利2300余项，获国家级科技奖励10项。动物
生物技术、草地生态、稀土材料、乳酸菌、玉米栽培、
蒙医药、雷达技术等多项科研成果成功转移转化。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了《内蒙古
自治区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
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支持和鼓励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激发事业单位创新活力，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政
策。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经有169名专业技术人
员通过政策通道开始创新创业，形成了一批创新成
果并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面向未来，自治区将继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
增计划，争取到2020年底，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000家。推动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技术交易后
补助等政策落实。借助博士基金、杰出青年培养基
金等，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支持。通过与中
科院兰州分院合作，加强“西部之光”人才培养。积
极落实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政策措施，
充分调动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最
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
□苏永生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
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
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
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推
动地区发展的主导力
量。

当前，我区正处于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
旧动能转换更替的关键
时期，迫切需要科技创
新提供有力支撑，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

在全区上下长期不
懈的努力下，我区科技
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煤化工、绿色农牧业、生
物工程、荒漠化防治、航
天和军工等领域取得了
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有力促进了地区科
技实力和综合经济实力
的提升。但是，我区科
技基础还十分薄弱，科
技创新能力不足，与先
进地区相比，在创新理
念、创新资源、创新环
境、创新机制上都有很
大差距。

激烈的市场竞争，
要求我区只有及早转入
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加
快实现发展动力根本转
换，才能培育形成具有
旺盛活力和持续竞争力
的新经济增长点，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发展。

抓 创 新 就 是 抓 发
展 ，谋 创 新 就 是 谋 未
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
一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
作会议，为加快推进自
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明确了奋斗目标，吹
响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进军号。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建立“科技
兴蒙”机制，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建立财政科技
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
进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体
系和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落实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发现培养引进激
励科技人才等政策措
施，加强优质能源资源
利用、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
域技术攻关，实施“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
程，不断提升科技实力
和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立足
内蒙古科技创新的资源
禀赋，让我们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脚踏实地、真
抓实干，深化改革、锐意
创新，为推动自治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奋
斗。

让创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让创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强调，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关键靠创新，必须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开放合作搞创新，深入实施“科技兴蒙”行动，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创新联动，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合作。要坚持突出特色搞创新，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用技术创新、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上下
功夫，努力取得引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抓住关键搞创新，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完善人才发现、培养、引进、激励机制，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打造风生水起的创新生态。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坚持开放合作搞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
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创
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我区科技基础十分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
先进地区相比，在创新理念、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
新机制上都有很大差距。

针对这一实际，内蒙古积极开展与科技部、先进
发达省区、高层次科研院所合作，自治区科技厅与自
治区各盟市、各相关部门合作，走出了一条坚持开放
合作搞创新的路子，推动科技创新不断迈向新高度。

2019年12月9日，科技部和自治区政府在北京
召开了2019年部区工作会商会议，并签署了新一轮
部区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2019-2024年）。会上
提出将实施“科技兴蒙”行动，建立由科技部、内蒙古
牵头，联合北京市、广东省以及中科院、工程院、清
华、北大、上海交大等院所共同参与的科技兴蒙合作

“4+8”工作机制。旨在通过开放合作机制，加大自
治区与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科技创
新对接，推动知识、人才、项目、成果等优势创新资源
向我区流动，提升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

平，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开放合作搞创新，需要立足自身优势，也需要

借助智库力量。自治区政府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
签署了合作协议，自治区盟市、高校、科研院所与中
科院紧密合作，在推动战略研究、重点产业和优势
特色产业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院士专家
工作站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已经在我区启动了
19组企业青年科技创新“1+1”行动计划项目，与企
业联合共建了8个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累计成功引
进孵化高科技企业20家，建设了钕铁硼重稀土晶
界扩散技术研究及装备技术示范线等10条成果转
化中试示范线；自治区与中科院兰州分院签订了
《“西部之光”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合作协议》，建立了
每年联合培养10名青年学者的稳定合作机制。48
位中科院院士受邀来我区合作共建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站总数达到 44家，入站院士专家团队 411
人，转移转化科技成果51项，累计攻关解决技术难
题60项。

为提升区域创新效能，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
设，2019年，自治区科技厅正式启动厅盟（市）会商

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地区优势特色产业、重点产业
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需求，社会和民生发展的技术瓶
颈问题，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动能培育等，
与盟市开展深入协商和广泛合作。

目前，自治区科技厅已经与呼伦贝尔市、兴安
盟率先启动了厅市会商。确定了推动呼伦贝尔产
业绿色发展、建设国家基因库呼伦贝尔高寒种质资
源库和智慧农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等；重点支持了
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自治区科技厅还与自治区能源局、工信厅、卫
健委、生态环境厅、农牧厅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攻关，
布局了一批科研项目。目前，已首批认定自治区级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8家。

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表示，下一步，自治
区将深入实施“科技兴蒙”行动，加快推动部区会商
各项议题落实落地，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建立东西
部联动的创新合作新机制，借助全国优质创新资
源，推进创新内蒙古建设。统筹推进呼包鄂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区、乳业和
稀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乳品和蒙医药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高层次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坚持突出特色搞创新
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靠创新，
必须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要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的思想，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
面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
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从实际出发、从需要出发，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把重点
放在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上，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相互贯通，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
转型升级。

2019年7月，在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我区458项科技成果受到自治区政府奖励。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任务，也是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
措。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应有作用，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不断创新科技成果
转化的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和
能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完善产学研
技术创新体系。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自治区频出新招，收效
显著。近年来，自治区先后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八项措
施》《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实行了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动下放了事
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
革了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估方式，形成了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保障的
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2019年国庆前，兴安盟耐盐碱水稻现场测产

验收评议会上传来好消息，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
工作站种植的耐盐碱水稻3个地块平均亩产达到
508.8公斤。

近年来，自治区不断加大高层次创新平台载体
建设力度，一批创新平台载体发挥出重要作用。截
至目前，全区已经建成国家级高新区3个、国家级农
业科技园区8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7个。
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3家，自治区重点实验室156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在和林格尔新区
建设了自治区首个超算中心。支持47个新型科技
研究开发机构，着力打造开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催生了一批科技成果。

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的基础奶牛性控新技术，连续5年在全国市
场占有率达到60%，累计繁育良种奶牛母犊166万
头，新增纯收益59亿元。

浙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究院设计的一条全
新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包头安装成功，
让电池微短路的故障率由平时的万分之一降低到
十万分之一。

为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治区设立了5亿
元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设立科技协同创新基
金8亿元，投入1.1亿元设立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
偿金，通过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技术
交易后补助、支持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等方式，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近两年共支持成果转化项目
293项，对符合条件的581项技术交易安排后补助
资金6483万元。2019年1月到11月，全区登记技
术交易合同905项，同比增长127.4%；合同交易额
18.3亿元，同比增长42.8%。

自治区围绕大规模储能、石墨烯、稀土、氢能、

碳捕集封存等重点产业、领域启动科技重大专项，
目前稀土领域4个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已经启动，
支持经费5900万元。

2019年12月，自治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全区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推进会和全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对接会。在对接会上推介展示了346项科技成果，
现场签署各类科技合作协议21项。

自治区多种措施的综合运用，催生了一大批科
技成果在我区落地转化应用，有些成果已经成为我
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引擎。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煤炭地下气化技
术在鄂尔多斯唐家会矿区实现转化，建成了目前代
表该领域世界先进水平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工业
化示范项目。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在包头市
建成了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
生产线，研制成功数十种稀土着色剂应用产品，解
决了稀土钢两大产业化技术难题并在包钢进行了
规模化生产示范。

接下来，自治区将加快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条例、八项措施等政策措施落实，充分发挥科技成
果转化专项资金作用，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试点、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等科技成果转化机
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质押融资、技术交易后
补助等促进转化机制。推动建设一批联合研发中
心和科技企业孵化中心，有效促进先进科技成果在
我区落地转化。围绕稀土、大规模储能、石墨烯、氢
能、碳捕集封存等领域创新方向，紧密对接国家科
技部，组织实施五大领域技术攻关。组织开展“一
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和乌海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等关键技术攻关，支持创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坚持抓住关键搞创新

“蒙芯”系列产品正在进行产业化示范。

精恒汽车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基地生产线。

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生产线。

久泰能源二期工程现场。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项目厂区。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自治区科技厅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