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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是新时代内蒙古发展的总方向、大布
局，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擘画和深远考量，构成了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
柱”，是全面建设内蒙古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和战略性举措，也为地方高校发展建设
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内蒙古农业大学站位大局，牢记国之大者，把助力
自治区完成五大任务的信心决心转化为务实行动和有力举措，始终坚持以草原畜
牧业为重点的办学特色，为助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更多的内蒙古好粮、好肉、好奶，
让“千里草原、万顷牧场，生态内蒙古、绿色好味道”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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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农业高校，内蒙古农业大学始终坚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立足内蒙
古、建设内蒙古、服务内蒙古。瞄准自治区生态环
境建设、畜牧业发展、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重点领
域，布局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载体，布局组织关键
技术攻关，布局实施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主动融
入“科技兴蒙”行动战略，把论文写在广袤大地上。
始终坚持特色办学，在动植物育种、绿色种养殖、智
慧农牧业、农畜产品加工、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形
成学科优势，大力提升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服务经
济社会的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围绕国家和地方核心战
略需求，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
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难
题，培育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取得了一批具有
重大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

率先完成乳酸菌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工
作，乳酸菌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成年体细胞克隆绵羊”在国内首次获得成
功，转乳糖分解酶基因奶牛在我校诞生。研发口
蹄疫疫苗中完整病毒含量的破乳检测技术，有效
解决口蹄疫疫苗质量检测重大技术难题；破译首
例双峰驼的基因组图谱，拼接第一版双峰驼参考
基因组，建立世界首个双峰驼基因组数据库；开
创性研究了马驴驼全基因组，在物种进化、优良

生产性状鉴定等领域填补空白；通过生物技术研
发植物提取物、发酵麸皮多糖等绿色饲料添加
剂，系统揭示其对畜禽肠道健康、生长性能等调
控机理；立足我区特色资源，应用现代生物技术
首次开展冰草等牧草新品种培育工作；提出高产
玉米理想株型和群体结构定量调控指标体系，构
建了玉米“两改一增二保”丰产增效理论与技术
体系，为端稳粮食饭碗提供理论支撑；提出我国
干旱地区草地划区轮牧理论体系，为草地资源精
准利用、助力“双碳”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积极推进种业振兴，培育蒙古马、蒙古牛、绒
山羊、野骆驼、玉米、马铃薯、燕麦、牧草、乳酸菌、
秸秆降解菌等动植物、微生物新种质（品系）400
余个；培育出“杜蒙羊”“晋岚绒山羊”“巴美肉羊”

“昭乌达肉羊”“察哈尔肉羊”“戈壁短尾羊”“草原
短尾羊”7个新品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育成适
合北方地区种植的苜蓿品种9个、冰草品种5个、
其他抗寒牧草品种 35个，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
60多万公顷；育成高产、优质、抗病、耐贮的优良
专用马铃薯新品种4个、燕麦新品种5个、玉米新
品种6个、向日葵新品种2个；筛选乳酸菌优良菌
株 69株、玉米秸秆低温高效降解菌株（系）9个，
为种业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优势特色学科为牵引，强化科技兴校战
略。“十三五”以来，学校先后主持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课题 3400余项，科研进账经费逾 15亿元。
获批包括优青、重点项目、重点国合、重大项目课
题、区域创新联合基金等专项在内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46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6项，经
费2.33亿元；牵头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9项，经费近2.66亿元；依托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主持承担国际科技合作专项10项。作为第一完成
单位，获得省部级科技和社科成果奖75项，其中自
治区科技奖30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3项；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00余篇，授权专利
1287项。学校在乳酸菌、蒙古马、蒙古牛、蒙古羊、
野骆驼、牧草、玉米、燕麦等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等
方面的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批科技部、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自治
区科技厅、自治区教育厅等省部级科研创新团队33
个。拥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人、
青年拔尖人才1人，高校青年科技英才54人。建成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分中
心、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技部“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等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野外台站及哲学社会科学基地）96个。学校入
选教育部等组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承担该
项目的高校。

聚焦原创性科研 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自治区党
委在十一届四次全会上对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作出具体安排
部署。面对新使命新要求，学校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聚焦五大任务落实
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
事，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全力推进
学校“131467”战略行动计划，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扎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
取得新成效，用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
人才培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
篇章。

——聚焦五大任务，提供人才支
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
合新农科建设，依托乳业产业学院、草
业产业学院建设，深入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积极探索并制定基于新农
科建设背景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

“双万计划”，紧扣五大任务，打造好
“金专金课”，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
法”，通过“调整、优化、升级、换代、新
建”，来推进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造传统专业，提升优势专业，打造特
色专业，布局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专业。积极推进培养机制创新，
探索校所、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通过跨
学科、跨院校、产学研联合培养等多种
途径，培养和造就科技创新和工程技
术领域领军人才。改革博士研究生培
养模式，构建与国际标准相适应的培
养规格和课程体系等，提升学生创新
能力、创新水平和国际视野。要以推
进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与
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卓越农林人才培
养计划 2.0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
合，与正大、伊利、蒙牛、蒙草、蒙树、中
天机电、联想集团、阿里巴巴（知途）等
企业加大合作，着力为自治区培养能
够“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质量
专业技术人才。

——聚焦五大任务，提供学科支
撑。助力落实五大任务，建设一流学
科是重要引领。我们将结合新农科建
设和一流学科建设，契合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加强农牧交错带现代农牧业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农业示范、草原生态
建设研究，努力成为国家三大领域科
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关键技术突破的主
力军。进一步突破传统学科束缚，敢
于在未来基因农业与分子育种、智慧
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营养健康农牧业
方向布局新的学科方向和新的学科专
业，抢占学科前沿。要推动跨学科、多
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使科学探索向
宏观拓展、微观深入，不断催生原始创
新成果。要整合优势学科资源，以问
题为导向建设草原畜牧业等学科群，
促进学科集群化发展，打造学科高地，
系统解决五大任务中的重大科技问
题。要以草学学科建设为引领，紧抓
当前内蒙古结构调整与五大任务落实

的重要契机，建立与五大任务紧密相
关的学科结构，着力打造农学、草地畜
牧业、土壤改良与保护、森林培育与保
护、水资源与生态环境、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食品科学与工程等若干优
势特色学科群，着力构建起支撑度大、
贡献度高、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切实
为自治区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和
现代农牧业发展等领域发挥引领作
用。要加大草学、畜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等相关学科的建设力度，打造从

“一棵草”到“一头牛”，再到“一杯奶”
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不断提升绿色
农畜产品的含金量，为筑牢祖国北疆
生态防线、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提供学科支撑。

——聚焦五大任务，提供科技支
撑。要围绕“科技兴蒙”，结合自治区 8
个重点产业集群，聚焦种业振兴、草
业、奶业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进
行有组织科研，围绕自治区乳业和玉
米 2 个千亿级产业，以及肉羊、绒山
羊、燕麦等百亿级产业进行全产业链
科技创新，加快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农牧业全链
条升级，切实增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和种业安全的能力。要重点围绕五大
任务落实的科技难点和热点问题，集
中优势力量，力争在乳业、肉业、草业、
农作物和家畜品种选育、兽用疫苗、农
畜产品加工、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与
环境建设、林木加工以及农牧业机械
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结合国
家和自治区科技创新大会精神，针对
高显示度成果少的现实，真正确立起
创新和质量的评价导向，切实改变单
纯以项目、经费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
注重原始创新和实际贡献，切实增强
科技创新的活力和推动力，着力跑出
科技服务“加速度”。

——聚焦五大任务，提供服务支
撑。“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将大力调整
农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
经营，做大做强“乳、肉、绒、粮油、马铃
薯、牧草饲料”等主导产业。要瞄准主
导产业，依托学校牵头成立的内蒙古
乡村振兴研究院，建立有效机制，打通
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链条，加快成果推广转化和产业
化，争取在草、肉、乳、绒等方面打造出
闪亮“名片”，助力国家“粮仓、肉库、奶
罐、绒都”建设。要依靠云农牧业服务
平台及 10个服务站、50个特色产业基
地、100个科技服务点，进行农牧民科
技指导与培训。要扎根大地写论文，
把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作为
发展使命，整合校内外资源，促进“产
教融合”和“科教融合”，全力构建政产
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平台，
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为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贡献农大智慧、农大方案、农
大力量。

坚持“四个面向”，聚焦自治区农牧业和生态
领域重点创新需求，深度推进“1+1+N”有组织科
技攻关，多维度加强科技激励，通过助推科技成
果转化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在农、牧、林、
水、草、乳、沙等领域，一批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
战场的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在农作物领域，集成创新玉米“两改一增二
保”丰产增效技术体系，实现春玉米万亩连片实测
平均产量1002.1公斤/亩，创造我国万亩连片高产
纪录，取得大面积增产14.7%、水肥资源生产效率
提高20%的成绩，年辐射推广1200万亩以上，为
粮食主产区累计增效100亿元以上。研发“微垄覆
膜侧播旱作马铃薯水分高效利用及以水促肥技
术”等水肥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成功培育出适合于
淀粉、全粉和薯片加工等多用途的马铃薯优异新
品种“内农薯1号”,累计推广应用500万多亩，为
马铃薯主产区增加收益27亿元，减少氮素淋洗损
失3万余吨。加强燕麦高产优质种植及技术推广，
累计推广燕麦新品种、新技术600余万亩，综合产
值9亿余元，新增利润4亿余元，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重要贡献。

在畜牧兽医研究领域，开展肉羊新品种培
育，作为第一完成人培育的“杜蒙羊”新品种成功
填补了我国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无专门肉用品种
的空白，该成果被评选为 2022年内蒙古十大科
技新闻和十大科技进展。“多脊椎蒙古羊Hom-
box基因的克隆与定位研究”项目应用于肉羊生
产，把自治区各类多脊椎羊的比例提高到40%以
上；“口蹄疫疫苗中完整病毒含量的破乳检测技
术”被金宇集团等企业广泛应用，“病毒的工业纯
化技术”用于兽用疫苗开发，累计签订疫苗生产
技术转让开发协议 3000余万元，极大提高了我

国兽用疫苗行业的生产水平。加强蒙古马遗传
资源保护与开发、马乳加工及产品开发转化，建立
中国第一个马属动物综合资源库，低温保存中国
29个地方马品种和 24个地方驴品种的血液和
DNA样本，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形成了数据资源
库。首创了智慧“云畜牧”平台，形成了“教学、科研
及社会服务三位一体闭环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现了大数据科研、虚实结合四维教学及智慧养
殖，以交叉融合创新引领了智慧农牧业发展。

在林业领域，学校“林木菌根菌剂产业化应
用技术”可使苗木生长量提高 1-2倍、造林成活
率提高 30%以上，累计推广造林面积近百万亩，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 3000 余万元。研制成功的

“沙柳中密度纤维板”“沙柳刨花板”“沙柳、柠条
混合料中密度纤维板”等系列产品和技术引导鄂
尔多斯等地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为当地生态建设
提供了技术支撑。首次形成了沙生灌木人造板
生产技术及其资源永续利用技术，为每年平茬而
得的沙生灌木材综合利用提供技术支持，推广生
产线8条、产值达5.34亿元,实现利税5825万元。

在水文与水资源领域，“内蒙古河套半干旱
区粮食作物综合节水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灌
区田间节水灌溉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建立了
6000亩粮食作物高效生产综合节水技术示范区，
技术辐射面积达 5 万亩，使田间水利用率提高
15%，生产成本降低13%。推广移动式黄河水沙
处理与咸水磁化利用智能一体化系统，每年节约
5000余吨化肥，节约农业用水14.85亿立方米，增
收3亿多元，过滤黄河泥沙可改良盐碱地50万亩。

在牧草品种选育与草地资源管理领域，学校
培育牧草新品种 28个，其中，国家审定品种 19
个，占自治区育成种的1/3。培育出的冰草、扁蓿
豆、新麦草、三叶草、老芒麦等抗旱节水品种进行

园林绿化、植被恢复及人工草地建设，与蒙草集
团、亿利公司等企业联合构建了自治区草品种

“育种—良繁—推广”体系，初步形成了自治区草
品种产业化格局，牧草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达 60多万公顷，累计产值达 6亿多元。建立了

“草地—家畜”精准生产经营模型，开发了8套不
同类型草地优化利用模式，推广示范面积 7895
万亩，实现6641.16万元直接经济效益。

在乳业研究领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原创性
乳酸菌种质资源库，入选第一批国家农业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菌株保有量达 37309株；发明了基
于肠道微生物靶向作用的益生乳酸菌精准筛选
技术，筛选出优良特性的益生乳酸菌68株，解决
筛选技术落后和优良菌株匮乏的难题，成功入选
2022中国食品科技十大进展；突破了乳酸菌高
密度发酵、高活性冷冻干燥关键技术，开发了不
同生产特性的高活性乳酸菌制剂，相关成果在蒙
牛、新希望、完达山等15家企业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原创性益生乳酸菌技术成果在
北京科拓生物、蒙牛、华润江中、广东完美等企业
实现转化，总金额3418万元。

在沙产业领域，提出的草地禁牧、轮牧及合理
载畜，草地资源健康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措施，
已作为地方标准在牧区广泛应用。该技术可使草
地第一生产力提高30%以上，植被盖度提高20%以
上，植物多样性指数提高10%以上，已在锡林郭勒
盟的1600万公顷草地应用。开展沙袋沙障防沙治
沙技术研究，提出沙柳沙障防沙治沙技术体系，在
沙区得到广泛应用，并获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在智库发挥方面，研究提出的“休牧、禁牧和划
区轮牧”等草地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被写入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主持完成了我国第
一部省级草原志《内蒙古草原志》的编撰出版。

面向经济主战场 转化成果激发新动能

聚焦五大任务精准发力聚焦五大任务精准发力
聚力强农兴农踔厉奋发聚力强农兴农踔厉奋发

□内蒙古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陈永胜

锚定五大任务 跑出发展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