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在线

黑土地保护利用轮作
模 式 有 了 数 据 支 撑

本报 8月 21日讯 记者从自
治区科技厅获悉，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在黑土地
轮作模式缓解干旱及其土壤微生物
群落变化规律与功能研究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

黑土地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
源，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具有
重要地位。大兴安岭沿麓现有黑土
耕地约 0.46 亿亩，其中坡耕地占
70%以上，由于土壤风水蚀严重，生
产生态功能下降，极大地制约了农
业可持续发展。团队主要从土壤微
生物角度对大兴安岭西麓黑土地种
植制度的适宜性进行系统研究，进
而基于作物——土壤微环境——微
生物等多维一体农田生态系统研究
轮作制度对干旱危害的缓解作用以
及该制度下农田微生物的积极作
用，为大兴安岭西麓黑土地保护利
用轮作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数据支撑
和理论依据。

据了解，该研究既是我区农业
科技创新交叉前沿的代表工作，又
是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需求牵
引、突破瓶颈的具体措施体现，为我
区相似区域农业生产和绿色转型提
供了借鉴模板和思路。 （风启）

内蒙古紫花苜蓿又添“新兵”

本报8月21日讯 日前，自治
区草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拟申
报的牧草新品种“巴农科1号紫花苜
蓿”进行田间考察和技术鉴定。

其间，巴彦淖尔市农科所就“巴
农科1号紫花苜蓿”的选育过程、植
物学性状、萌发期耐盐性综合评价、
苗期耐盐性综合评价及配套栽培技
术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专家们认真
听取汇报并通过现场测试，对“巴农
科 1号紫花苜蓿”综合表现给予高
度评价，一致认为“巴农科1号紫花
苜蓿”株型直立、主根明显、叶量丰
富、一致性好、鲜草产量与种子产量
高，同意通过田间鉴定。

据了解，“巴农科 1 号紫花苜
蓿”是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草业和草
原研究中心郝林凤研究员育种团队
根据河套灌区盐碱地土壤类型、气
候特征，历时 14 年培育出的耐盐
碱、相对高产的本土紫花苜蓿新品
种，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紫花苜蓿
种质资源。 （昊然）

内蒙古再次承担国家牧草
新品种试验筛选任务

本报8月21日讯 今年，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
司下达呼伦贝尔市国家草品种区域
试验任务共1个品种、3个区组、12
个块地，试验周期 3年。经前期机
械设备维修、选地、整地，近日，试验
基地完成播种栽培工作。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草品种区
域试验基地建立于 2003 年，2008
年承担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工作，
2013年被国家农业部正式授予首
批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海拉
尔）。该基地分为区域试验和优良
牧草展示两部分，2008年至今共承
担国家畜牧总站下达的 20个试验
组67个参试品种试验工作，选育成
功了呼伦贝尔黄花苜蓿、辉腾原杂
花苜蓿（呼伦贝尔杂花苜蓿）品种。
2019年机构改革后被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评定为第一批国家草品种区
域试验站，今年首次承担国家林草
局下达的试种任务。呼伦贝尔将继
续做好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田间管
理和物候期观测工作，为牧草新品
种试验、筛选、示范提供数据支撑，
为加快新草种推广、发挥良种生产
生态效益作出更大贡献。 （风启）

院士团队作客“科创会客厅”
推 广 最 新 科 技 成 果

本报8月21日讯 近日，包头
市科技局特邀中国科学院刘以训院
士团队作客“科创会客厅”，并推广
该团队最新医疗科技成果。

活动中，刘以训院士团队围绕
“保护生育力：关键知识和策略”“免
疫细胞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抗体
技术及诊断产业”“双特异性抗体活
化的免疫细胞在肿瘤治疗中的应
用”做了项目介绍，并与包头市中心
医院、包医一附院等医疗行业专家
就免疫治疗及干细胞存储库等事项
进行交流对接。

下一步，包头市科技局将持续
聚焦全力打造医疗高地，继续发挥

“科创会客厅”作用，为包头市医疗
行业带来更多的新理念和先进的医
学成果。 （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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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拉善盟科技
馆科普公益课堂走进阿
左旗腾格里社区，开展

“社区联动点燃科学梦”
科普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
科技辅导员指导下，学习
提取石墨烯测试其导电
性、制作“遇强则强，遇弱
则弱”非牛顿流体、参与
第二堂课，通过动手实操
进一步理解所学知识，培
养探索运用科学知识的
能力，让孩子们乐享多彩
暑假。

动手实操动手实操。。

认真聆听认真聆听。。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强调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将
人才工作提到新的战略高度。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抢抓“强首
府”机遇，以“五大任务”“六大产业”重大需求为导向，坚持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一体化部署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统筹配置平台、项目、资金，立足首府优势
做好科技人才的引育用留工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深瞳深瞳””

“精准！高效！留创园的服务就是连接到科技
创新供需双方，让企业能够腾出更多精力谋发展。”内
蒙古德育安全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公
司已和国内安全应急领域新三板上市公司伟岸纵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将作为其“管管安
全”“易演练”项目在包头的落地供应商，承接软件技
术服务人才培训、应急演练实训等。

内蒙古德育安全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高速
发展就是内蒙古留创园（以下简称“留创园”）充分发
挥人才、服务优势的一个缩影。

水积而鱼聚，木茂则鸟集。
“人才与科技是推动稀土高新区高质量跨越发

展的‘金钥匙’，尤其是在逐梦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核心区的新实践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层
次人才和高科技成果。”稀土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柴会强说，近年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留创园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坚持创新引领，倾心孵化科技企
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
深度融合，串珠成链，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人才为基 产业日兴

“留创园给了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我们从创
业启动、科研办公空间，到关键技术攻关、专业人才引
进……留创园的全方位服务给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李晓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二期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正

在建设中，预计2023年10月投产。经过多年发展孵
化，如今企业已经在医用雾化器市场中拥有了一定的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2022年被评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内蒙古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

为更好孵育中小型人才科技企业，留创园紧扣

企业发展需求，依托各方资源，不断完善技术研发、资
本运作、市场开拓、知识产权等服务，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切实提升企业成活率。

“对入园的留创企业，我们采取‘分散孵化、重点
扶持、成长跟踪和信息集成分析’的管培模式，通过园
区产业链、服务链、政策链的融合升级，优化营商环境
和创业生态。”留创园负责人王晓婷说道。同时，通过
自有1.1万平方米孵化基地，连通高新技术产业孵化
基地及社会力量孵化器20万平方米空间载体，高新
技术产业加速基地1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大学科
技园58万平方米的自购自建产业化基地，完善创孵
服务体系，构建起“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的完整创业孵化链条，为入孵企业提供全生命

周期服务。
目前，留创园已成功入选自治区首家“中国留学

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入选“中国区域（包头）产业
创新助推计划”，成为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全国孵化联
盟产业创新联合孵化平台。今年1-6月，引进各类

高层次人才10名，培养或引进3个自治区级以上创
业人才（团队）。

产创融合 协同推进

创新离不开“头脑风暴”。一个个生动实例不断
见证卓越。

爱特普节能环保公司分别参与了《煤制合成天
然气》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审核了《煤基费托合成液
体石蜡》等其它国家标准；

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虞军博士参与
的“炭素阳极焙烧烟气深度净化与废物循环利用技
术”项目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奖是有色金属行业最高水平奖项；

……
作为全区人才科技资源的集聚高地，如何让科

技精英碰撞出更多火花，点燃创新引擎，助推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留创园积极探索实践，通过协办教育部
“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中国
海创大赛”，不断利用大赛平台资源和自有媒介提升
留创园的对外影响力、海创人才落地的吸引力、创业
孵化生态的竞争力。

王晓婷介绍，留创园坚持举办活动，提供点对点
创业辅导、专家科技服务，举办博士讲堂等，着力打造
人才竞技的舞台、项目展示的晒台、智慧碰撞的高台；
实施精准培育辅导项目，以成功企业家、天使投资人、
高校教师、园区管理工作者为核心，打造一支90人的
专业化创业导师团队；定期举办对接交流，为在孵企
业、创业者答疑解惑。此外，邀请行业知名投资家、创
业家、管理家来园区举办专题培训，开阔创新视野，全
方位增强科技人才“双创”活跃度。

渠道创新的同时，留创园正逐渐加大创新创业
企业资金扶持力度。加强银行、担保、风险投资、产权
交易等融资服务机构和企业家的联系，充分利用政策
杠杆，助推资本与人才、科技的互动，助力企业科技成
果转化。

截至目前，留创园累计吸引以海归创业为主的
各类高层次人才448名，其中海归博士147名、海归
硕士169名、其他高层次人才133名，新三板挂牌企
业1家；带动社会就业3000多人。

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串珠成链串珠成链””
□本报记者 张劲 实习生 李宝乐 王晓婷

科创故事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只
有坚定不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大力引进人才、创新育才方式、优
化人才服务，在政策上加足马力，
在机制上下足功夫，在服务上用
足诚意，给人才发展营造百花齐
放的氛围，高质量发展才会有源
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因此，政府
部门、各创新平台、企业应树牢

“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充分尊
重人才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挖掘
人才的优势与技能，给予其足够
的自由发挥空间，让人才带动更
多身边人学习成长，不断激发创
新人才队伍的活力。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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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洋可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人员与韩国客户对风力发电机组进行测试。

视线

李劼博士正在研发治疗牛主李劼博士正在研发治疗牛主
要致病菌的长效核酸制剂要致病菌的长效核酸制剂。。

在呼和浩特市博洋可再生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总部基地生产车间内，总经
理杨少楠正研究风光互补系统的一个
重要配件——回转体和回尾舵，并为客
户备货。作为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风
力机及控制系统研发中心，该公司系列
产品配置先进、质量可靠，受到无网电
牧民用户的信赖和欢迎。

2001年，博洋可再生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是专业从事风力发电机
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农牧业机械
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和自治区“专精特新”示范中
小企业，也是第一批“呼和浩特市工业
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企业研发中心、
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如何让企业更进一步？公司将目
光锁定在沙漠、戈壁、荒漠等可开发地
带，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成立了

“苏尼特左旗博洋装备制造公司”，开
展“草原免耕太阳能智能滴灌系统生
态恢复研究转化项目”，开辟了荒漠化
草原生态恢复的新路子，成果转化项
目创建了草原建植与牧业机械、新能
源、智能控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路线，
具有显著的节水、增产、增效的技术模
式，为全区干旱草原生态恢复和退化
草场改良提供技术支持和样本，实现
了可持续恢复，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
恢复区域模式。

作为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博洋可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保证
国内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并引进德国梅塞尔数字化
激光切割机、瑞士百超数控折弯机、烤
漆生产线等先进设备，使公司具有年
产 1 万 台 各 型 号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和

1000 套农牧业机械
设备的生产能力，产
品销售覆盖德国、丹
麦、韩国、越南、朝鲜、
蒙古和非洲等地。

今年，由该公司
牵头建设的“农牧区
新能源与智能节水利
用技术国际合作创新
联合体”成立，紧跟市
场发展脉搏，积极转
化新技术，使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主导产
品中小型风力发电机及互补系统走在
了国内前列。

每一次跨越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
智力支持。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动物疫苗技
术创新中心三大创新策源平台通过柔
性引才模式，引进高端人才担任领衔
专家，牵头组织重大科研任务，加快
突破技术难题。目前，国家乳业技术
创新中心汇聚成员单位 66家，集聚 9
位院士 90 多位行业专家；国家草业
技术创新中心（筹）汇聚共建单位 34
家，集聚 4位院士 10余位行业专家；
自治区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共
建单位15家，集聚1位院士10位行业
专家……海纳百川，固巢留凤，高端人
才的汇聚，为首府重点产业高质量发
展凝聚起强大创新力量。

在科技兴蒙“4+8+N”合作机制
带动下，呼和浩特市与上海交通大学
共建“上海交通大学呼和浩特科技创
新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内蒙古
现代农牧研究院和内蒙古中农现代种
质创新研究院、与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共建碳中和与新材料研究院、与中
国农科院共建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
心。此外，吸引胡文瑞、张涌、赵鹏大
等院士专家团队在呼和浩特市建立6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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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环境的
竞争。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要强化科技和人
才支撑，深入推进“科技兴蒙”行动。
李孔燕表示，呼和浩特科技局将以聚
人才、补短板、强产业为关键抓手，进
一步优化完善人才体制机制，依托一
流平台“集聚、用好人才”，聚焦重大任
务“培养、用好人才”，深化科技合作

“引进、用好人才”，发挥企业作用“用
好、留住人才”，优化人才生态“吸引、
留住人才”，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
迸发，把人才优势转化创新优势、竞争
优势和发展优势，加快将首府打造成
为北疆具有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和科技
创新高地，为“强首府”战略提供坚强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搭平台 强主体
带动产业跨越式发展

在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保
灵”）实验室内，身穿白大褂的李劼博士带领着团队正加紧
研发治疗牛主要致病菌的长效核酸制剂。

李劼曾在全球兽医学科排名第二的康奈尔大学就职，
在美期间就与金宇保灵共同开展项目合作。2022年他选
择归国，入职金宇保灵。

“金宇保灵作为国内动保行业的领军企业，科研基础
雄厚，人才结构合理，给了我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舞台。”李
劼表示，金宇保灵是行业唯一同时拥有“兽用疫苗国家工
程实验室”、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P3实验室）、“农
业农村部反刍动物生物制品重点实验室”三大国家级实
验室的民营企业，已获批为自治区科技领军企业，是首府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链主企业。选择金宇保灵除了企业
具有较强科研“硬”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呼和浩特市以
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推出多条吸引人才的利好政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创造了
良好环境。

“呼和浩特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科技人
才，加大引进培养支持力度，让有创新意愿、创新能力的科
技人才享受奖补政策，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介绍。

筑好人才的“巢”方能留住引进的“凤”，呼和浩特擦亮
政策“吸金石”，倾力打造引才聚才“强磁场”。去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连续发布《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
动科技创新构建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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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促进高校院所协同创新若干措施》《呼和浩特
市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等多项“硬核”政
策，进一步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和承载人才主体作用，支持
领军企业建设高水平平台，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构建协同创新人才集聚区，对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最高给予1亿元项目资助……

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品质碳化硅粉体原料的内蒙古
海特华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内知名高校哈尔滨工业大
学王志江教授的技术团队，有效攻克了制备纳米级碳化硅
费用高、能耗大、分散难的技术瓶颈，将该产业推向规模
化、工业化。该公司落户呼和浩特市，看准的是既有项目
资金及时到位的刚需优势，又有呼和浩特市因企施策所提
供的多层级服务，“自治区及呼市两级政府，对哈工大碳化
硅项目高度关注和支持，在厂房选址、环评、能评等各项环
节都为公司积极考虑，排忧解难，给予了科技兴蒙2200万
的项目资金支持，率先实现了也是国内唯一纯度高于99%
的纳米级碳化硅球状颗粒的生产。”内蒙古海特华材科技
有限公司人力行政负责人高丽梅说。

在这片良田沃土上，无数“新芽”长成“参天大树”，为
首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呼和浩特市累计与
100余家区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200
余项，各级财政支持资金7亿多元。

聚人才 谋发展
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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