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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
民 族 最 鲜 明 的 民 族 禀 赋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强调，当今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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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把加强科
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坚决打好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攻坚战，塑造创新驱动

发展新优势。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但

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实
情，突破发展瓶颈，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深化校地合作、推
动科研成果转化，是题中之意。

最 早 校 地 合 作 是 高 校 与 其 所 在 地
政府、企业之间通过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共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创
新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校地合
作不在局限于地域，越来越多区外知名
高校“走进”内蒙古。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校
地“合作花”迎春绽放，成为地方经济发
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除了要借助
区外知名高校的力量，也要充分发挥好
地方高校的作用。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政 府 应 扮 演 好 主 导 推 动 者 、决 策 参 与
者、有力支持者。在高校发展规划蓝图
的整体设计中，政府应当群策群力，调
动各部门积极配合高校发展定位、校区
建设布局 、特色学科建设 、高技术人才
培养 、特色办学水平等方面的工作，明

确合作方向，改变以往高校发展与地方
脱节的现象，为校地合作共建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与此同时，政
府 要 将 高 校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纳 入 地 方 社
会人才队伍建设框架，对高校科研工作
者提供在资金 、技术 、专利申请等方面
的 保 障 ，架 构 高 校 与 当 地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科研院所合作桥梁，实现双方资源
共 享 ，支 持 多 种 形 式 的 产 学 研 开 发 项
目，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和帮
助高校开展技术研发，引导高校积极参
与科创建设。

发挥好政府在校地合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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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及庆玲）近日，鄂尔多
斯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碳中和协同创新专项合作
协议，在未来五年围绕碳中和目标，深入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高端人才引进培育、
战略咨询与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持续为鄂尔多斯
市导入创新资源，共同推进清华大学鄂尔多斯“双碳”
创新基地和鄂尔多斯双碳科技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

根据协同创新专项合作协议，鄂尔多斯市将以项
目形式，支持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建
立常态化合作关系，围绕新型电力系统、低碳发电与
动力、零碳交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CCUS与碳汇、
双碳规划与系统优化集成等方向开展科技研发与技
术攻关；引进清华大学优质科研成果在鄂尔多斯市开
展中试及产业化应用，推动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借助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
室、电力系统及大型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实验室
等顶尖平台与机构作用，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推进
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实验室等平台
载体建设；依托清华大学高端智库资源，为鄂尔多斯
市“双碳”战略、技术路径、碳交易政策、碳汇等领域提
供战略研究和咨询评估服务。

通过协议签订，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教育、科
技、人才等创新资源优势和鄂尔多斯市良好的产业资
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形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
校科研工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者有机贯通的新模
式，打造既充满活力又有机协同的政产学研用科技创
新机制，为解决鄂尔多斯市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
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供
强大智力支撑和创新动能。

鄂尔多斯市与清华大学签署
碳中和协同创新专项合作协议

上海交通大学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专家
就自治区含盐废水处理就自治区含盐废水处理
技术进行交流技术进行交流。。

内蒙古与上海，相隔千里，但两地人民
友谊和各方面合作交流源远流长。

开启于2010年的校地合作协同创新，
在党的十九大以来按下了加速键，通渠
道、搭平台、建机制、重交流，在中试研究、
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
度开展合作，架起了内蒙古与上海交通大
学的友谊之桥、合作之桥和发展之桥，提
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兴蒙”行动步伐
铿锵有力！

加强交流
常态化互动“铺路子”

打开时间的卷轴，内蒙古开放的姿态
“跃然纸上”。

2010年，自治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
签署《人才与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开启校地
合作。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材料研究
院揭牌成立，推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科研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上
海交通大学科技合作协议》的签署，更加强
了内蒙古与上海交大在科技领域全面深入
合作。

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
揭牌，将内蒙古的资源、产业、政策优势和上
海交通大学人才、科技优势进行互补，发挥
交大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功
能，促进内蒙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内
蒙古产业转型升级。

2021年6月1日，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来
内蒙古考察。当日下午，上海市与内蒙古自
治区签署沪蒙两地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现代能源经济发展、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产业提档升
级、碳汇资源开发利用、沿边开发开放、金融
服务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促进上海
市各类人才以多种方式来内蒙古创新创业
创造，与上海市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
深度合作。

2021年 10月 8日，自治区政府与上海
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和关于成立校
地合作指导委员会备忘录。

在此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与呼和浩特
市、赤峰市、伊利集团、内蒙古高路公司等合
作主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下一步双方深
化科技合作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开启校地合作“新纪元”，“福利”还远远
不止于此。

“十三五”以来，围绕内蒙古特色产业基

础，上海交通大学已与我区10个盟市开展
多种形式的科技和人才合作，柔性引进了近
百个交大专家学者团队，合作企业118家，
合作项目174项，参与合作的交大相关学院
15个。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内蒙古大地喷涌
迸发，多点开花。

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刘爽说，上海交通
大学是自治区“科技兴蒙”行动“4+8+N”合
作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双方在科技合作取得
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上升为全面合作，体现
了双方面向未来、谋划务实长效合作的战略
布局。希望双方在合作中坚持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的原则，探索合作新机制、新模式，推
动高校丰厚的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转化落地，
更多的科研团队在内蒙古扎根发展，在新一
轮协议基础上，立足新起点、新阶段，开启新
征程，取得新成效。

聚焦产业
精细化对接“结对子”

“新能源的春天，就是内蒙古的春天。”2
月 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全区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说。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但科技
基础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实情，要突
破发展瓶颈，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
科技力量。

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作出启动实施“科技兴蒙”行动的重大决
策部署，整合区内外科技创新资源，紧密结
合自治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特点，
聚焦“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战略
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
合，推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

可以预见，内蒙古工业升级，乃至整个
工业转型，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这其中，离不开上海交通大学与内蒙古校地
合作产学研协同创新。

从中试研究带动当地新兴产业发展到
技术服务支撑传统产业升级，从成果转化填
补区域技术和产业空白，到公益性人才培养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多项科技
成果促进了内蒙古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氢”装上阵，“蒙”速前行。作为校地全
面合作的承载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
究院基于其“车用高功率燃料电池系统开
发”项目成果，实现了自治区首台套100kW
级氢燃料电池环卫重卡车于2021年3月正
式下线，并积极以此拓展产业链，围绕“双
碳”目标，布局绿色氢能及应用全产业链企
业落地。研究院联合申能集团、包钢集团、

北奔集团等合作推进“包头市氢能产业与可
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近期得到自治区立项
批复，将为包头引入投资超过50亿元，带动
包括氢能“制、储、运、加、用”产业链的企业
集中落地，将带来直接经济产值超过140亿
元。该项目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氢能及其
氢能装备制造产业，实现产业链经济内循环
的运行模式，具有示范意义。

数字是枯燥的，却能最客观的体现科技
创 新 效 能 。 2018 年 ，纯 度 为 99.995%-
99.9995%高纯氧化铝在上海交通大学新材
料产业园问世。该项目依托上海交通大学
凝固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团队，以其铝提纯技
术配合项目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成本物
理破碎工艺以及直接水解法将高纯铝制备
成的高纯氧化铝，主要应用于高端半导体磨
料、锂电池隔膜材料、蓝宝石、高端荧光粉、
高端透明陶瓷、高端氧化铝靶材、高端催化
剂等领域，并通过稀土元素的添加改善光
学、机械、催化性能。

得益于深化校地合作，盐碱地变出“金
疙瘩”。在生态环境领域，含盐废水处理生
产线在地方企业的合作建成使用，为内蒙古
地区含盐废水零排放终端处理提供了新的
解决思路。相比传统处理工艺，该技术实现
了杂盐的提纯和废水二次循环利用，且使用
的双极膜可完全替代进口产品，膜的更换使
用成本下降50%以上，水电气能耗节省30%
以上，让各地更多的工业企业看到了转型的
曙光。

得益于深化校地合作，“废弃菇渣”变成
“土壤改良剂”。在绿色农牧领域，依托上海
交通大学药学院科研团队技术力量开发的
废弃菇渣资源化技术，构建了“菇－牧－农”
负碳生态循环模式，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
将食用菌废渣转化为沙化土壤改良剂，在输
出高质量农产品的同时，实现沙化土壤改
良。目前该技术已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呼和
浩特市武川县基地进行示范，改良后的耕地
种植马铃薯和南瓜，分别增产 13.8%和
21.2%。

靠“智”登高望远，借“力”扬帆起航。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董
樊丽表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上海交通
大学与区内全面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各项合作成效显著，研究院重点聚焦
先进材料、装备制造、现代能源、生态环
境、绿色农牧、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
域，将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
动能。

（图片由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
提供）

深化合作
共谋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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