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包头 5月 8日电 （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贾婷婷）近日，包
头稀土高新区的北方稀土和北方股
份同时迎来好消息，两家企业均被
国资委评定为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
新示范企业。

近年来，北方稀土优化产业结
构，强化技术创新，加快建成世界一
流稀土领军企业，在推动我国由“稀
土大国”向“稀土强国”转变的进程
中彰显头部企业的责任担当；北方
股份陆续研发的无人驾驶矿用车、
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及氢燃料电池等
新能源矿用车，不断向智能化、绿色
化、定制化发展，实现矿用车制造从
全球“跟跑”到“领跑”的飞跃。

指甲盖大小的高精度音圈马
达，经过 19道工序的精研细磨，产
品的技术性能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可以与国外同类产品一较高
下。这几年，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
有限公司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
科技研发、设备更新以及系统升级
等方面加大力度，实现了生产工序
的高度自动化，提高了产品质量稳
定性。

“我们始终致力于瓶颈技术和
前端产品的突破和研发，联合全国
微特电机的权威专家帮助企业进行
技术攻关，力争打造全国高端的
VCM 音圈马达品牌，推动企业技
术水平实现新跨越。”企业董事长郭
延春说。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聚焦
“高新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大力支持企
业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与新产品
研发，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创
新主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协调整合
科研、投资、孵化等各类创新资源，丰
富科技成果供给源头，加速推进科技
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同时，包头稀土
高新区全方位了解企业研发困难，指
导帮助企业建立、升级各类创新载
体；引导企业与中科院、上海交大、稀
土研究院等大院大所进行创新合作，
加快与同济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共
建“大学科技园”等新型研发机构，系
统对接优质创新资源。

截至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达 280余家，累计签订各类技术合
同46项，成交额达到2.06亿元。

“ 包 头 智 造 ”加 速
迈 向 价 值 链 高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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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共
服务平台“青城之光”的机房里，高速运转的设备闪烁着
红色、绿色的灯光。

这匹超算界的“黑马”，以实测性能超过每秒3千万
亿次的算力，在刚建成运营不到一年就跻身中国运算能
力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行列，如今更是为和林格尔新区各
类基于“超算”基础的科研、创业、成果转化提供着强有
力的支撑，成为驱动创新的动力源泉。

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
展，科技创新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提到如此的高度。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内蒙古紧
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投入、补短
板，搭平台、畅机制，抓攻关、促转化，深入推进“科技兴
蒙”，以攻坚举措推进科技创新，让创新驱动这个轮子转
起来、快起来。

聚合创新资源 打通创新堵点
攻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近日，金力永磁（包头）科技有限公司又拿下了一个
大订单。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晶界渗透
技术，帮助相关企业通过减少中重稀土用量达到降低成
本的目的，赢得了大量国内国际订单，成为新能源汽车、
节能变频空调、风力发电等领域全球领先的高性能稀土
永磁材料供应商。

稀土被誉为“万能土”，是新材料制造的重要依托和
关系尖端国防技术开发的关键性资源。内蒙古轻稀土
储量全球第一，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核心技术被“卡
脖子”，资源优势并没有成为发展优势，实现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迫在眉睫。

内蒙古聚焦稀土产业堵点、难点、痛点，力促创新资
源精准适配，向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突破——

出台《关于加快稀土产业转型升级若干政策》，从
资金支持、原料供给保障、税收支持等方面力促稀土产
业转型发展。包头稀土高新区先后引进中科院包头稀
土研发中心、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两个新型科研
院所，打造了 5大产业园，汇聚高新技术企业和顶尖人
才团队，逐步形成“两院五园”协同创新的稀土研发新
格局。

不负众望，建成国内最完整的稀土产业链条和产业
体系，稀土原材料就地转化率达到70%以上，内蒙古稀
土从“世界级储量”迈向“世界级产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唯有贯彻落实科技自
立自强战略,牢牢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科技革命和科

技创新中下好“先手棋”。
内蒙古顺势而为，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8大产业集群”“16条重点产业链”，推动科研经费
投向和科研项目布局向能源、奶业、草业、种业、稀土等
重点领域集中，实施了一批重点科技项目与重大示范工
程。

面对一些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重大的产业发
展关键技术问题，内蒙古大胆实施“揭榜挂帅”，企业“出
题”、政府“张榜”、能者“揭榜”、强者“挂帅”，有效调动了
区内外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高层次人才团队等优质
创新资源，推进创新资源供需精准对接。

与此同时，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等重大创新平台获批建设，集聚龙头企
业，汇聚一流研发力量，落地了一大批国内外领先的创
新成果，这些平台基地既“顶天”又“立地”，已经成为实
现科技创新突破的催化剂、加速器及有效载体。

科研项目、科研人才、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科研经
费等创新要素由“聚合”实现“聚变”，让创新驱动这个轮
子转起来、快起来：

世界首套万吨级二氧化碳制芳烃工业试验项目的
落地，让我们在国内二氧化碳制备高端化学品市场上占
得了先机；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攻克奶牛营养调控关
键技术，实现奶牛平均日单产41公斤，相当于每头牛每
天为国人多生产7公斤鲜奶；“华西牛”在乌拉盖草原培
育成功，打破当前我国肉牛核心种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
面；种业发展的12项重大科技难题得到突破，一批优良
草种用到了草产业发展和生态修复中……

一批制约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被集中攻克，新
能源、稀土、氢能等重点领域实现“借梯登高”“借船出
海”。2022年，内蒙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首次进入
全国中等创新地区梯队，创新内蒙古加速前行。

优化创新环境 打通制度壁垒
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将引进的高端人才团队纳入专项资金支持，并扩大
资金使用范围，可作为安家费、科研经费和团队建设经
费使用；

通过聘任制、双聘制方式引进的高端人才，可到区
直高校、科研院所重要岗位任职；

对自治区本级事业单位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配偶
需要就业且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经引进单位同
意，可通过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或聘用方式，安置到引
进单位；

对高校、科研院所急需紧缺人才，可使用“特设岗
位”聘用……

从资金保障、实验室建设、团队建设、住房补贴、配
偶工作、编制的“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撑，在
政策层面上打通了人才引进难的问题，为更多优秀科技
人才提供成长沃土，真正让高端人才引得进来，留得下
来，今年初，自治区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科技激励的
若干措施》，打通人才壁垒，充分激发创新活力，调动创
新积极性主动性。

问题挑战躲不开也绕不过，解决好、应对好了就能
转化为新机遇。作为欠发达省区，内蒙古围绕制约创
新发展的短板和体制机制问题，勇于出硬招、舍得下血
本——

加大科技投入，真金白银激励创新。2022年，全区
财政预算安排科技支出51.2亿元，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 41.6 亿元，同比增长
13.4%。对全区652家企业给予1.63亿元研发投入后补
助支持。

拿出满满诚意，吸引更多人才“凤凰南来”“鸿雁北
归”。制定“人才30条”，借助科技兴蒙“4+8+N”工作机
制，吸引近200家区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400多个
团队深度融入我区创新发展。从 2022年起，自治区连
续3年每年投入2500万元培育 7个科技领军人才团队
和4个青年科技拔尖人才团队。2022年，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343名，培养杰出青年创
新团队10个，5名人才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0名青
年人才被列入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加强科技服务，将创新主体“扶上马”“送一程”。形
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科技企业孵化全链
条，自治区科技孵化机构共吸纳就业 6万余人，为创业
者提供了2万余个创客工位。选派10个科技特派团，开
展1000多次服务。同时搭建“蒙科聚”、自治区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区等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成果评价和赋权改
革有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进一步打通。

改革工作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担。开展“优化职
能职责优化工作流程”专项行动，对科学技术奖励、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实验动物行政许可等“减材料、减环节、
减时限”，实现“零跑腿”“无接触”“一次性”办结。

同时，内蒙古出台了“科技兴蒙 30条”，带动部门、
盟市出台 50多个创新政策。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充分
尊重科研规律，最大限度地赋予了科研单位自主权，有
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科技活力在内蒙古大地
充分涌流。

企业等创新主体不仅是“出题人”和“答卷人”，也是
“阅卷人”。

依托中国科学研究院长春应用化工研究所国家稀
土资源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及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究
院的强大技术优势，包头震雄铜业有限公司将超纯稀土
添加到铜及铜合金高导新材料中，研制出一种新型镀锡
圆铜线，解决了电阻率与抗拉强度不能兼顾的行业共性
难题，打破了高精细、高强度锡铜合金导体材料依赖进
口的局面。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科研人员成功提取出 99.9%
的高纯氧化钪，攻克了从含钪矿物中直接提取钪制品的
行业重大关键技术难题；我国抗脑胶质瘤原创新药
ACT001在鄂尔多斯尚德艾康药业抗癌药物中试基地
实现临床用药的批量生产；三峡集团在乌兰察布市投资
建设的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建成投产，创下了多个

“国内之最”和“行业首次”……
“科技创新是我区的短板，也是决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必须坚持科教人才一起抓，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2023年自治区两会，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科技投入要再加大、创新平台要再加码、创新
链布局要再加力、人才引育要再加强……在创新的路上
内蒙古正全速奔跑。

本报 5月 8 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获
悉，近日，铁路部门利用冬季和夏季
两个能源运输高峰期的间隙，对我
国“西煤东运”主通道之一的唐包铁
路开展大规模集中整修。

5月6日凌晨，在唐包铁路上行
850 公里处施工现场，700 余名工
人正在更换钢轨。工人们用锯轨机
把受损钢轨锯开后安装上提前准备
好的新轨，用专业的拉伸器械调整
好钢轨应力值，再把新轨和原来的
钢轨焊接起来。

唐包铁路连接内蒙古中西部煤
炭主产区和渤海湾港口，2022年累
计发运煤炭1.15亿吨，占内蒙古煤炭
外运总量的五分之一。由于唐包铁
路属于煤炭重载专用线，行驶的货运
列车全列重达1万吨以上，是普通货
运列车的两到三倍，对线路的损耗更
加严重，唐包铁路每根钢轨的使用寿
命只有普通铁路线的一半左右。此
次集中整修为期35天，共更换钢轨
114.3公里，计划出动人工10万余人
次，是唐包铁路开通后规模最大、维
修项目覆盖最全的一次集中整修。

“ 西 煤 东 运 ”大 通 道
唐包铁路开展集中整修

本报 5月 8 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我
区依托萤石、电石、冶炼副产硫酸等
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氟化工产业集
群，目前已经形成了集原料萤石、氢
氟酸、氟制冷剂、含氟精细化学品等
在内的完整氟化工上下游产业链。

今年，我区将继续布局氟化工
产业，其中，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新开工建设的含氟精细化工新材料
项目预计今年10月投产；包头市九
原区新开工建设的新型环保制冷剂
及灭火剂项目拟建设 13套生产装
置；赤峰市林西县年产 2万吨二氟
乙烷项目成功试车投产，盘活了现
有氟化氢生产线。

“十四五”期间，我区将着力打
造氟化工产业集群，大力引导现有
头部企业重点发展高品质氟树脂、
高性能氟橡胶、新一代环境友好型
含氟制冷剂、含氟精细化学品和高
品质含氟无机盐，进一步构建氟化
工全产业链，向千亿级产业迈进。

我区着力打造氟化工产业集群

本报 5月 8 日讯 （记者 李
永桃）记者从自治区价格监测中心获
悉。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呈恢复发
展态势，上游煤炭价格较为稳定，影
响煤化工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因
素逐渐减小。从我区7大类现代煤
化工产品价格指数运行情况看，各类
指数运行稳健，波动幅度明显收窄。

一季度，全区煤制天然气平均交
易价格为 5291.19元/吨，环比下降
5.33%，同比下降4.32%。全区煤制
高温煤焦油平均交易价格为4935.85
元/吨，环比下降 19.36%，同比上涨
12.43%。全区煤制甲醇平均交易价
格 为 2100.35 元/吨 ，环 比 下 降
2.94%，同比略涨0.16%。全区煤制
合成氨平均交易价格为3542.84元/
吨,环比下降2.79%，同比上涨8.3%。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稳增长稳
就业稳物价各项政策措施落地显
效，一季度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开
局。后期随着稳增长政策持续发
力，煤化工下游产品消费量有望进
一步增加。

我 区 现 代 煤 化 工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幅 度 收 窄

本报 5月 8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一
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能
源发电量 355.8 亿千瓦时（度），同
比增长 20.3%；新能源发电量占全
区发电量的 20.9%，较上年同期提
高1.9个百分点。

其中，风力发电量 311.0 亿千
瓦时，拉动同期全区新能源发电量
增长 19.8个百分点，是全区新能源
发电量增长的主动力；太阳能发电
量40.9亿千瓦时。

从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看，截
至今年3月底，全区6000千瓦以上
新能源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6641万
千瓦，同比增加 1129万千瓦，占全
区电力总装机容量的37.5%。

从新能源发电集中度看，内蒙
古风力发电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
盟、通辽市、赤峰市，一季度 3个盟
市风力发电量占全区风力发电量的

“半壁江山”，达到54.3%，同比增长
17.4%。太阳能发电主要集中在鄂
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和乌
兰察布市，一季度 4个市太阳能发
电量 21.7亿千瓦时，占全区太阳能
发电量的50%以上。

全区新能源发电量快速增长

本报 5月 8 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
公报显示：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速度
（39.2%），比 2022年全年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提高 21.6 个百分点。拉
动投资快速增长的动力来自四个
方面。

一是招商引资成效显著，新入
库项目增加。近年来，我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全
区新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数量大
幅增加。一季度，全区新入库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344 个，同比增加
117个。其中，5000万元及以上新
入库投资项目169个，增加58个。

二是新能源产业布局加快，推
动投资大幅增长。今年以来，全区
上下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
的政策机遇，加快布局建设新能源
项目，大型风光基地和风光制氢、源
网荷储等项目建设持续加快，带动
全区投资大幅增长。一季度，全区
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速高于同期全区
投资增速 128.8 个百分点。其中，
光伏、风力发电施工项目115个，较
上年同期增加50个；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1.4倍，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4.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区新能源
产业下游的新能源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3.0 倍，拉动同期全区投资增
长15.6个百分点。

三是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
业投资增势良好。今年以来，我区
更加重视制造业发展，积极支持制
造业创新投入，制造业投资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区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 62.6%，高于全部投
资增速 23.4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
占同期全区投资的 36.1%，较上年
同期提高 5.2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
资拉动同期全区投资增长 19.4 个
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
长 3.1 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6倍。

四是专项债发放进度加快，助
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在地方专项
债规模增加和发放进度加快等因素
推动下，一季度全区基础设施投资
占全区投资的比重达到 36.3%，较
上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拉动
同 期 全 区 投 资 增 长 16.9 个 百 分
点。其中，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
长 52.5%，拉动同期全区基础设施
投资增长3.4个百分点。

“ 四 轮 驱 动 ”拉 动
内蒙古投资快速增长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人才创新谷航拍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人才创新谷航拍。。 陈媛媛陈媛媛 摄摄

金力永磁（包头）科技有限公司熔炼车间。
（受访者提供）

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机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机
器人手臂的性能器人手臂的性能。。 李学飞李学飞 摄摄

创 新 驱 动 的 轮 子创 新 驱 动 的 轮 子
如 何 加 速 转 起 来如 何 加 速 转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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