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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 智行致远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及庆玲

高层次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稀缺战
略资源。内蒙古高层次人才短缺已成为发
展“瓶颈”。化“危”为“机”，补齐高层次人才
短板，要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柔性引进
高端人才的平台。

要强化政策引导“聚才”。自治区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
科研工作（流动）站建设的通知》，就进一步
加强我区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流
动）站建设的有关工作进行部署，提出每个

院士工作站建立后，自治区人才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给予20万元启动资金，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从院士专家工作站专项经费支持 20
万元，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配套10万元。各
地各部门应“借势而为”，围绕优势特色产业
和新兴产业，做好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流动）站的有关工作，切实发挥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高层次智库作用。

要激励主体自主“育才”。国家最高科
技奖获得者、数学家谷超豪给自己定下“三
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不阻碍年轻
人的发展、不挡年轻人的道。在他生前，有
不少学生得到了他的精心培养和大力推荐，

最终成了才学卓著、颇具盛名的院士。这种
“甘为人梯”的理念，值得各级领导学习。切
实发挥院士专家工作站的高层次智库作用，
各级领导应积极组织院士专家企业行、专题
报告会、技术诊断、技术对接、合作攻关等活
动，使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创建一批有助
于突破关键技术的创新平台，解决制约经济
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激励和引导广大科
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
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育
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
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
围。

要围绕发展需求“引才”。学习借鉴北
京、浙江、广东、深圳以及国内外工作站建设
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模式，推动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工作同“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与科技创新创
业、网络创新创业相结合，促进各创新主体
资源的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发挥院士专家、
企业家、创业创新者、投资人在推动产学研
协同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探索与院士专家
团队创建合伙人制度、共建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等合作模式，为内蒙
古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为科技创新驱
动提供强劲引擎。

化“危”为“机”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平台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及庆玲）近
日，阿拉善盟科技局受自治区科技厅委托组
织有关专家对“内蒙古骆驼研究院骆驼科学
研究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会上，按照建站要求和项目验收规定，
项目负责人汇报了项目具体执行情况。验
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组所提供的文件资
料完整，经费使用合理，项目完成了合同约
定的建设任务和各项考核指标，同意通过验
收，并表示，内蒙古骆驼研究院骆驼科学研
究院士专家工作站作为阿拉善盟首家国际
合作的院士专家工作站，通过中蒙专家的合
作交流，在骆驼基因组研究、驼产品开发及
其功能机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阿拉善盟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自2018年建站以来，院士工作站与签
约蒙古国院士图德布·钢额尔德尼和希尔
钦·德木日勒积极推进项目实施，研发了驼
乳乳清乳液、驼乳乳清面膜和驼乳脂面霜等
3种产品，建立并投入运行护肤水类、护肤
清洁类和蜡基类3条化妆品生产线，授权发
明专利3项，制定地方标准3项。2019年，
院士工作站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示范院士
专家工作站”；进站蒙古国院士 TUDE-
VGAN-ERDENE荣获“2019年度中国政
府友谊奖”。

内蒙古骆驼研究院骆驼科学研究
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通过验收

前沿

其中两院院士入站3030家
中科院院士入站8家
工程院院士入站22家

海外院士入站1414家

柔性引进院士4949人

院士团队科研人员491491人

院士专家工作站

截至2021年12月
我区共有

44家院士工作站
分布

按“221”和“五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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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11家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8家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11家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6家

●“五大领域”1家

●其他（主要有医疗卫生、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7家

44家

图解

（数据来源：自治区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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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绿色催化院士专家工作站学生进行水质分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引进的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安东尼·比斯利为学生进行技术指导。

从选才用才到成效斐然，内蒙古不遗余
力探索追寻这条引才之路；从诞生落地到繁
花硕果，内蒙古铿锵前行在这条智行致远的
创新之路。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技厅、科
协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一心多点”
人才工作新格局，推进人才强区战略，深入
实施“草原英才”工程，围绕推动自治区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工作，持续加强我区与院士专家等顶尖人才
团队的深层次合作，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多渠
道、多方式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队伍，全面
增强我区科技创新能力，有力推动自治区

“科技兴蒙”行动实施，有效促进自治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21年 12月，我区共有院士专家
工作站44家。各院士专家工作站通过引进
院士专家团队，建立协同创新机制，联合开
展创新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技
术，开发新产品，为建站单位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培养等方面提供了
有力支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一份实践为创新：
应变求变，从量变到质变

当前，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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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竞争成
为关键。而地理环境优势不足、经济基础薄
弱、科技水平落后这些先天不足，成为我区
在培养和吸引高科技人才方面的短板，制约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问题导向，方能把脉破局；顶层设计，方
能精准“施工”；善谋长远，方能革故鼎新。
为更好发挥自治区院士专家工作站引领示
范作用，自治区注重健全完善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机制，突出工作站运行成效，充分发
挥工作站高层次创新平台和高水平科技创
新人才的辐射带动作用。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使院士带领科
研团队走出院校，带着技术、成果进入企业，
既为企业吸纳高新技术架了“桥”，又为院士
专家转化技术成果铺了“路”，实现企业与院
士团队双向有效需求的紧密联姻，成为一种
新的服务体系和新的生产方式。

院士专家工作站给企业打开了一扇
窗。中科汇通（内蒙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半导体材料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胡文瑞院士团队，在国家重大

“卡脖子”技术碳化硅晶体生长方面打破了
以美国为代表国家的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
国产化替代。2018 年建立了半导体材料
（碳化硅）技术转移中试基地，2020 年完成
了2英寸碳化硅晶体研发，满足小规模批量
生产要求，2022 年将进入 4 英寸晶体研发
阶段。

院士专家工作站让企业发展劲头更
足。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核电燃
料元件制造技术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院士
团队，扎实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核燃料元件
研发取得多项标志性成果。研制出122支零
功率物理实验环形燃料棒，助力全球首次环
形燃料元件零功率物理试验顺利完成；研制
出世界首座可工业生产的第四代高温气冷
堆核燃料元件、我国首套全尺寸压水堆环形
燃料组件试验件，建成全球首条商业化高温
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
为年产30万个球形燃料元件，满足高温气冷
堆示范电站的燃料供应，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

牵线搭桥当“红娘”，推动企业跨越发
展。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刘爽说：“自治区
科技厅为企业与对口高端人才牵线搭桥，帮
助企业与所需人才建立联系。通过建立‘科
技兴蒙’4+8+N合作机制，深挖与清华、北
大、中科院等合作主体院士团队的合作潜
力，共建合作平台。”

河套学院巴彦淖尔生态治理与绿色发
展院士专家工作站在中科院傅伯杰院士专
家团队指导下，依托“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项目，作为
10个中国特色的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之一入
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
典型案例》。学院 2018 年成立生态与资源
工程系，从 2019 年开始招收环境科学与工
程、环境生态工程2个本科专业。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血液病学院士专
家工作站在工程院阮长耿院士团队予以相
关技术及对应试剂支持下,共筛查了200例
血小板减少的患者，以区分不同类型血小板
减少性疾病，为患者提供更明确的诊断方
向，缩短诊治时间，减少出血发生率，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解决患者外出就医难问题。
2019年成为国家临床血液病诊治中心协作
单位，并开展多项新技术新业务，培养1名博
士和1名硕士并发表了SCI文章。

在内蒙古，院士专家工作站以自身的内在
特征和特点，形成了引领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
鲜明特色——以“智慧”帮助企业攀登“智高

点”，并以“智高点”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一个支点作支撑：
融入中心，凸显智慧力量

与时代同频共振。
生动实践书写美好乡村振兴战略的范

例——
乌兰察布市慧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冷

凉蔬菜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工程院方智远院
士团队指导下，引进培育出三个甘蓝新品
种，引进选育出2个具有世界水平的胡萝卜
杂交品种，总结制定出8类冷凉蔬菜生产技
术规程，创造了甘蓝稳定亩产超万斤的国内
最高纪录。研发出精整地机、移栽机、打药
机等系列化冷凉蔬菜专用机械，使劳动效率
提高了 10倍到 20倍。研发出 GC16-系列
生态制剂，攻克了世界性病虫害防治难题

“四虫两病”，冷凉蔬菜良种国产化推广达到
15万亩，每亩纯增收入1000元以上；病虫害
防治累计推广面积达到40多万亩。

内蒙古师范大学绿色催化院士专家工
作站依托中科院赵进才院士，积极开展“光
催化/吸附一体化地下水深度净化”的农牧
区安全饮用水净水设备的研制、生产与推广
试验工作，目前已免费为锡林郭勒盟镶黄
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赤峰市巴林右
旗、克什克腾旗等地 3500多户农牧民安装
了饮用水净化设备，解决了3万多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为农牧区26所学校和16所卫生
院安装106台净水设备，为二连国际学院安
装了1台大型净水设备。

不止于此，44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关于“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
其中涉及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1家，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8家，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11 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6 家，“五大领
域”1家，其他医疗卫生、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等7家。

近悦远来，内蒙古求贤若渴诚意满满。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推进院士人选培养。其
中，每年从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草
原英才”领军人才等群体中，选拔 1至 3名
有潜力可参选院士的高层次领军人才重点
培养，对入选人才每人给予500万元经费支
持。利用我区与教育部“部区合建”内蒙古
大学的契机，以教育部直管高校领导干部

“轮岗”或服务基层、自治区人才引进的方
式，引进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青”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到我区高校任
职。

“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
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蒙古国、俄罗斯、
荷兰、乌克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院士和
他们领衔的团队集聚在这片创新热土，让改
革中的“破”更有分量，让改革中的“立”更加
稳固。

兴安盟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作物育种及
产业化应用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俄罗斯科

学院任长忠院士团队（外籍院士），引进饲用
燕麦品种40个，筛选鉴定出燕麦优良品种7
个、耐盐碱品种5个；形成农牧交错带豆科禾
本科牧草最佳间作、混播模式；饲用燕麦复
种栽培技术；燕麦宽幅条播高产栽培技术模
式。建立了核心示范基地 2000亩，进行燕
麦新品种及新技术集成体系的示范与推广
工作。育成燕麦新品系1个，推广品种7个；
推广 3 项新技术。制定实施了 5 项地方标
准，对指导当地燕麦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撑。2019年，该院士专家工作站荣获自治区
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荣誉称号，2020年，“饲
用燕麦系列品种引进与高效生产技术集成
示范推广”项目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一等
奖。2020年燕麦团队被授予自治区“创新先
锋号”荣誉称号；2021年燕麦团队成员被授
予自治区“创新先锋岗”荣誉称号！

内蒙古农业大学作物土传病害微生态
调控院士工作站依托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安东尼·比斯利院士团队（2021年获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制定地方标准3项；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7 篇，其中 2 篇被
SCI收录。培养研究生6人，其中1名博士获
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去荷兰瓦赫宁根大
学继续深造。在内蒙古建立微生物杀菌剂
田间示范基地30个，核心示范面积5000亩，
辐射面积10万亩。获得国家向日葵产业技
术体系，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获得国
家引智项目2项。

蒙古高原绒山羊高效生态养殖研究院
士专家工作站依托蒙古国科学院纳·额尔敦
朝克图、赛·色仁达希、巴凯等院士团队创新
合作管理模式，始终坚持“问题为导向、课题
为内容、成果为目标、实践为检验、转化为目
的”的原则，探索出团队基地组建于生产一
线、课题选择于生产一线、创新研发于生产
一线、成果回归于生产一线的创新研发方
法，建立低成本、灵活方式、知识产权清晰的
一线科技创新机制和平台，协同破解了农牧
业科研成果堆积、生产问题垒积，科研生产

“两张皮”和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在
荒漠草原农牧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与利用生
产一线科技创新实践当中，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创新成果，其中国际领先技术1项、国际先
进技术 1项、国内领先 3个、国内先进 2个，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进行了成果登记，并首次
建立了“荒漠草原生产生态质量科技创新体
系”，诠释了“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
家里”的科研精神。

“我们要建立完善院士专家长效服务机
制，搭建多层次服务平台，加大对建站工作
和院士事迹的宣传，持续开展院士专家内蒙
古行活动，推进科技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自治区科协主席赵吉表示。

韶华不负铿锵音，重整戎装再出发。因
为有数据、有目标、有抓手而砥砺前行；因为
有诺言、有行动、有担当而掷地有声！内蒙
古在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之路上定将取得
更大成绩，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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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阮长耿院士团队正
在查房。

思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