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科技兴蒙”行动实
施以来，呼和浩特市持续深化“4+8+N”合作
主体创新联动，主动融入全国创新网络，积极
构建跨区域科技合作机制，科创“朋友圈”不
断扩大，科技创新协同能力日益提升。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有各级各类创新平
台531个，包括重点实验室119个、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29个、企业研发中心255个、新型
研发机构14个、自治区院士专家工作站14个；
拥有各级各类创新载体178个，包括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2个、科技园区21个、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2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3个、特色产
业化基地7个、自治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6个、科技企业孵化器13个、众创空间49个、
星创天地48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7个。

数字的背后，彰显了呼和浩特市的创新
气质。

在我区，呼和浩特市加强与驻呼7所高校
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在区外，主动与上海交
大、中国农大、中国石油大学、中科院、中国农
科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流
高校院所开展科技合作对接；通过“开展一次
活动，签署一个协议，落地一个项目，建成一
个新型研发机构”等形式，形成了高校院所和
城市科技合作新模式。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

心揭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将依托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
中心，聚焦内蒙古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创
新需求和呼和浩特世界乳都建设需求，通过
优质草畜种源、优质草畜种养关键核心技术、
优质草畜产品营养强化等重点方向的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将“北方中心”建设成为具有
国内一流水平的国家级农牧业科技创新中
心，成为内蒙古农牧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
示范者和引领者，成为涵盖政产学研用金服
等各个领域和要素集聚、功能健全、装备先
进、绿色高效的“农牧业创新高地”。

连日来，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
人员忙着建设羊草种子全产业链生产示范基
地，积极推进羊草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建设；
开展草原家畜（牛、羊）智能管理系统研发、牛
羊个体行为自动识别等研究；开展盐碱地牧
草营养价值评定与精准饲养技术研究；强化
华西牛生产性能测定和持续选育工作；筛选
适应呼和浩特市及周边地区不需要越冬保护
或适当保护可安全越冬的耐寒花卉种类……
围绕各盟市特色产业优势，北方农牧业技术
创新中心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进行融合，
将科研项目落实到试验基地，将科研团队引
入到试验基地，将科技成果展示到试验基地。

不仅如此，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合作的纳米碳化硅材料产业化项目、碳
中和与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合研究院等已
在呼和浩特市落地，已引进清华大学微流控
技术团队联合实施医用微流控快速检测技术
项目、已引进香港中文大学于君教授实施消
化疾病研究及转化中心项目。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聚焦产业优势和特
点，积极搭建引才聚才的科技合作平台，努力
打造“产业+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面向未来，呼和浩特市将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深入发展，追

“高”逐“新”，奋勇向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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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部入驻伊利现
代智慧健康谷，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
重点实验室呼和浩特研究基地揭牌，国家计量
科学数据中心健康数字分中心揭牌，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一
个个科研“国家队”落户呼和浩特市，为区域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大的骨干力量。

“愿以一座城的名义给各位院士专家献上
最高的礼遇、愿以一座城的家底给各位院士专
家开辟最广的舞台……”诚挚邀请，传递出经
济发展过程中呼和浩特市谋求科技创新的信
心，展示出坚定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决心。
今年，第二届“院士青城行”活动中，12名院士、
56位专家和500余家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签
约30个项目，协议投资16亿元。

这是呼和浩特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呼和浩特市制定出台《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的实施意见》《呼和浩特市吸引人才政策10
条科技创新领域配套实施细则（试行）》，持续
举办三届“创新青城”院士论坛、两届“院士青
城行”活动，吸引集聚了一批以院士专家为代
表的高层次人才，聚焦重点领域实施院士专家
合作项目，通过开展战略咨询、联合技术攻关、
共建创新平台、培养科技人才等方式，多措并
举吸引集聚院士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科技合作，
为呼和浩特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智力支撑。

一名优秀人才可以引领一项科技创新，催
生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发展。呼和浩特市以六
大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需求为导向，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与院士专家团队深度
开展合作，强化高质量产业技术创新供给，加
快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乳

业、草种业、新材料、农业种植、电子信息等重
点产业领域，突破了一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
强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8年，中科汇通（内蒙古）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引进中科院力学所半导体科研力量，由
胡文瑞院士牵头，陈启生研究员、赵有文研究
员、董志远副研究员以及若干名高端人才组建
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建立了半导体材料院士
专家工作站，在呼和浩特科技城大学生创业园
合作开展高品质、大尺寸、无微管碳化硅体单
晶生长工艺及产业化项目。

如今，半导体材料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的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衬底工艺及关键制
备设备研发，在国家重大碳化硅晶体生长技术
方面难题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已完成2英寸
碳化硅晶体研发，设备和工艺均实现国产化，
取得6项发明专利，目前进入4英寸碳化硅晶
体技术攻关，进一步弥补市场短缺。

地理信息及地测遥感院士专家工作站首
席科学家、中科院力学所研究院研究员陈启生
介绍，创新之路上，中科汇通（内蒙古）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通过积极转化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技术合作成果，对于碳
化硅晶体生长工艺进行了科技研发，掌握了高
纯度碳化硅晶体的合成技术及2-4英寸无微管
碳化硅单晶生长的关键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有望替代进口半导体材料，为下游行业提供
高质量低成本的碳化硅（SiC）单晶圆片。

畜牧业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种质资源
问题，种业、种质资源关系到国家安全及产业
链安全。内蒙古家畜等动物种质资源丰富，是
国家家畜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家畜种质资源与胚胎生物工程
技术联合院士专家工作站成立。该院士专家
工作站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联合组建，引进中国工程院张涌院士及
其团队，围绕国家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联合
开展家畜种质资源与胚胎工程技术创新研究。

两年来，家畜种质资源与胚胎生物工程技
术联合院士专家工作站，围绕奶牛遗传特性与
生产性能提升，创新集成了科学高效的奶牛母
系、父系遗传系谱组合为基础的种用胚胎生产、
全基因组检测关键技术流程，累计培育后备奶
牛种公牛76头，其中45头参与全球荷斯坦奶
牛注册遗传评估（NAAB），在国内300头参与
注册评价种公牛TPI成绩最新排名前20中有
13头，这些种公牛累计生产推广冷冻精液80万
剂，繁育良种奶牛26万头、新增产值约8.8亿
元，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此外，累计收集保存
了蒙古高原地区以哺乳动物为主的特有家畜、
野生动物资源样品（体细胞、精液、胚胎）2纲、12
目、29科、154品种，库存资源数量达到26982
剂（管），初步形成并设计运行了世界首个“蒙古
高原动物遗传资源库与信息平台”。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呼和浩特市引进赵
鹏大院士的地理信息及地测遥感院士专家工
作站在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水文监测等领
域，深入开展了北斗产业推广应用与课题研
究，并构建了区内首个北斗导航产业化应用人
才培养体系，促进了我区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创
新与应用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

无数生动实践证明，人才是创新驱动的
“动力引擎”。各建站单位依托院士专家工作
站，对接发展需求和技术难题，向院士专家团
队借力、借智。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孔燕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进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设，加强各类研发平台、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联合实施重大技术攻关，形成“项
目+平台”的院士引进依托模式。

““深瞳深瞳””

科创资源集聚 赋能高质量发展

让农业科技成果
遍撒希望的田野
□张劲

仓禀实则天下安，自古以来农业
发展都是稳定经济社会的“压舱石”，

“食”中所蕴的生存发展之道关乎国家
稳定和人民幸福。因此，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就是保障人民群
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现实生产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不断
落地就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划出了
重点。号角吹响令人振奋，面对新形
势、新目标，农业科技创新动力强劲、
步履不歇，一项项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一个个重大突破成绩喜人，标志
着我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阔
步迈进。

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走好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只有关键核心
技术拿得出手，科技成果才能“落地
有声”。这就要求先有端稳中国饭
碗的底气。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源
头，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下大力
气培育适宜中国大地播种的优质良
种是奏响丰收赞歌的必要选择，对
此各地已然捷报频传、成果丰硕。
其次要始终以需求为导向，站在人
民的立场问问他们需要什么。科研
不是盲目跟跑，农业发展更不能画
饼充饥，必须立足实际找准发力点，
以科技之“长”补传统之“短”，让二
者完美结合得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
果。此外，科研工作者应具备敏锐
的洞察力，能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敢
为天下先、敢啃硬骨头，把科技创新
的源头活水渗透到田间地头。

农业发展同样需要“技术革命”，
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才
能使创新成果在沃野田畴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过去，我国面临农业生产方
式粗放、机械化水平低等诸多问题，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无法及时得到解
决，农业发展无法实现真正跨越。如
今，在科技的不断助力下，智能化、信
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各环节蓬勃兴
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机装备技
术不断升级，现代高效智慧农业主导
发展的潮流……事实充分证明，科技
之于农业犹如雨露之于大地，越来越
多的科技成果已经在田间播撒，结出
智慧的硕果，激发发展的活力。

潮起宜踏浪，风正好扬帆。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铺
就了美丽乡村的动人画卷，使中国这
片希望的田野充满活力。

依托院士专家 补短板破难题思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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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
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
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
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新就是谋未来。呼和浩特市
深入推进“科技兴蒙”行动，以
开放之姿，拥抱大院大所，构
建跨区域科技合作机制，更深
层次地开展校地合作、院地合
作，持续导入创新资源，打开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创
新之路越走越宽，为高质量发
展打造最强引擎。

张涌院士（左二）来呼和浩特市参加第三届家畜生物育种与胚胎工程技
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围绕家畜生物育种与胚胎工程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
和应用进行分享和探讨。

地理信息及地测遥感院士专家工作站首席科学家陈启生（前排左一）
和地理信息及地测遥感院士专家工作站科学家戴国亮在中试车间，探讨关
于碳化硅如何提高长晶率的问题。

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公司企业
技术中心入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本 报 1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风启）近日，2022 年（第 29 批）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拟认定名单正式
公示，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上
榜，为自治区唯一入围的企业技术
中心。

呼 伦 贝 尔 有 了 农 牧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综 合 体

本 报 1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昊然）近日，中科院智能农业机械装
备工程实验室农机作业监测与大数
据应用测试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建设
完工，完成投资3385万元。

该项目是农业农村部在全国专
业性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之一，属
于我国首批第三代智能农机高寒测
试基地，总投资 3.2亿元，占地面积
486亩，建设期为5年，计划于2027
年 6月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基地涵
盖农机管理、供需信息发布、农资管
理、仓储物流管理和智能农机装备
高寒检测等内容，承担着农机监测
和大数据应用测试基地、农牧培训
实训基地、农机维修养护中心、农牧
机械文化博物馆、现代农服中心等
五大功能，打造牙克石农牧业社会
化服务综合体，探索“耕、种、管、收”
全流程的现代农服集成模式，在保
障服务周边农牧场的同时，面向牙
克石及呼伦贝尔全市，提供农牧业
社会化服务。

牙克石市坚持产业强市、科技
兴农，全力推进中科院智能农业机
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农机作业监测
与 大 数 据 应 用 测 试 基 地 项 目 落
地。项目自 7 月 2 日奠基完成后，
紧锣密鼓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办理
了项目审批手续，一期工程及指挥
中心基础工程通过专家评审、批
复。9月 6日和 13日分别在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标。目前，一期项目
工程已建设完工。二期工程是指
挥中心主体以及装修部分，1 万平
方米室内测试车间明年继续建设，
二期工程完工后，随建随用，将为
呼伦贝尔地区农机产业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促进牙克石地区农业经
济现代化发展进程。

兴安盟借助外脑推进
土 地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本 报 1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风启）为进一步深入推进“科技兴
蒙”行动，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与中国
农业大学区校战略合作协议，助推
兴安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
兴安盟科技创新发展与成果转化中
心与中国农业大学签订了“兴安盟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平台建设与科技
支持服务合同”。

此次合作，将依托中国农业大
学土地节约集约研究团队成立的

“兴安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中
心”，在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示范区建设等方面探索兴安盟土地
节约集约创新政策；组建兴安盟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专家智库，就兴安
盟土地节约集约政策创新开展研究
和决策咨询，为兴安盟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研究提供科研服务、技术咨
询和建设指导。

巴 彦 淖 尔 市 科 技 馆 获 评
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优秀单位”

本 报 1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喆研）近日，由中国科协科普部、中
国科技馆组织开展的“筑梦·流动十
年”宣传活动公布评选结果，巴彦淖
尔市科技馆荣获“筑梦·流动十年”
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优秀单位”称
号。

中国流动科技馆区域常态化巡
展项目自2019年6月在巴彦淖尔市
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公众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的欢迎。各有关旗县科技
馆立足巡展展品资源优势，突出流
动科技馆的巡展效果，将巡展工作
与“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科
技工作者日”等大型科普节日相结
合，与“科普中国”在基层应用落实、
线上线下科普活动相结合，推动常
规巡展和系列科普活动深入开展，
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中国流
动科技馆区域常态化巡展项目 5个
站点累计参观人数达到 31.85 万人
次，围绕巡展共开展主题活动 664
个场次，参与人数达26.6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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