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在人才方面的政策条件优
渥。”今年入驻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的天
骄圣果科创团队、天骄数字产业创新团队
负责人窦晓宇说:“作为数字化及元宇宙方
向的引进团队,人才科创中心切实解决了
团队人员的后顾之忧,团队的吃住行等问
题基本上由人才科创中心负责解决。此
外,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以及后续补贴
等各方面事务,人才科创中心都会提供一
站式的服务,大大缩短了初创企业的成立
周期。”

走进西北地区最大的人才科创中心——
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40层、7.6万平方
米的空间里,设有“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
人才团队工作站、科技大市场、人力资源孵
化基地等21个功能区及配套设施。

“目前已完成亮丽天骄元宇宙体验馆、
天骄元宇宙培训体验厅，正在研发数字化研
学文旅平台，重点研发领域是沙棘产业数字
化一体化平台。”内蒙古沙棘创新应用技术
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玲介绍，团队研究
方向是融合AIOT（AI与物联网）与数字化
（大数据与数字孪生），面向数字农业、数字
交通、数字文旅构建数字化应用解决方案。

这是鄂尔多斯市打造优质“软环境”，
铸就发展“硬实力”的一个缩影。

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留住人
才,凝聚发展合力,让人才成为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源动力和新动能。

政策体系上,鄂尔多斯市构建“1+N+
X”的全新人才政策体系,出台“人才新政
30条”,配套制定 50余项实施办法和落实
细则,在金融、教育、国资等领域按需出台
专项扶持政策。将人才和科技创新有机融
合,印发实施《建设全国一流创新生态实施
方案》《人才和科技创新驱动三年行动方
案》,出台“支持产业集群发展12条”。

在激发企业主体动能方面,鄂尔多斯
市创造性开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无研发投
入、无研发机构、无发明专利“三清零”行
动,推动190家企业实现“三清零”。同时,
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双倍增”行动。
为了激发成果转化活力,鄂尔多斯市

坚持以项目为引导,通过加大对科研产出
的专利、标准等进行奖补,充分激发各类人
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人才新政实施以来,鄂尔多斯市重大

成果不断涌现,全国首台(套)智能矿山机器
人、全国首创抗脑胶质瘤新药、全球首创氢
舟电解水制氢系统、国内首条粉煤灰提取
氧化铝生产线等一大批行业尖端科研成果
集中推出。

人才创新，鄂尔多斯市拥有广阔天
地——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零碳产
业园、人才科创园、高新区人才科教园、8
个旗区人才科创基地，北京大学鄂尔多
斯能源研究院、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
中国矿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鄂尔多斯
实验室、煤基新材料重点实验室、新型电
力系统重点实验室、神东集团工业互联
创新实验室……截至目前，累计建成国
家级人才科创载体平台 32 家、自治区级
以上人才科创载体平台 400余家。

9月 7日，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北
京）启动运行。至此，鄂尔多斯市链上了
全国优质科创资源，有了高端人才引育、
关键技术攻关、创新项目孵化的新阵地、
新平台。

鄂尔多斯市正在搭建更高的平台，提
升创新的策源力，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着
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搭建平台 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科技在线

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提升

本报 10月 31日讯 近日，记
者从包头稀土研究院资源与生态环
境研究所获悉，崔建国首席技术专
家团队研发的“含氟废酸制备轻稀
土氟化物技术”以普通许可方式与
内蒙古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为期5年的技术许可
协议。

在稀土金属制备与抛光、润滑
等功能材料开发过程中，稀土氟化
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行氟
化稀土干法制备工艺存在氟化氢气
体成本高、合成温度高、设备腐蚀严
重以及变价稀土氟化率偏低等问
题。而传统湿法工艺，由于形成无
定性胶状稀土氟化物，杂质夹带量
高，废水氟含量高等问题，在金属熔
盐电解质合成领域被列入淘汰落后
技术。

包头稀土研究院通过自主研制
的循环诱导结晶技术，开发晶型稀
土氟化物液相制备工艺，解决了稀
土冶金、磷化工等行业低浓度含氟
废酸资源化利用难题，为稀土矿物
共伴生氟资源作为战略性矿产萤石
资源的重要补充提供了可行路径，
实现了白云鄂博稀土精矿中氟资源
与稀土资源绿色、低碳、闭环开发利
用，并于近期开展连续化装备设计
改造和生产。

目前，该项目已获得科技部“十
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支持，授权了5
件发明专利，建设了 1000吨/年晶
型稀土氟化物示范工程，并获得国
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国瑞
科创有限公司专利技术许可。

（风启）

我区在光催化生物质转化
研 究 领 域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本报 10月 31日讯 近日，内
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青年教
师塔娜博士在光催化生物质转化
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以第一
作者将研究成果“Al3+—富里酸
体系光催化糖类转化制备 5-羟甲
基 糠 醛 ”发 表 于 国 际 顶 级 期 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内
蒙古民族大学为该成果第一完成
单位。

生物质资源是目前除石油、煤
炭和天然气之外唯一的碳源，更是
一种可再生资源。其中，纤维素作
为自然界含量最丰富的一种生物
质，水解成葡萄糖后可进一步转化
成高附加值的 5-羟甲基糠醛（简
称HMF），是中（蒙）药常见的生物
活性物质，也是重要的药物中间
体，在医药、农药以及高分子材料
等方面有广泛应用。这样通过高
效、绿色途径转化碳水化合物生物
质制备 HMF，实现推动低碳经济
和可持续发展，亦是目前生物质能
开发利用的研究热点。该研究成
果首次将纤维素和葡萄糖作为原
材料，将自然界中含量丰富且廉价
的天然产物富里酸作为配体和主
要吸光单元，Al3+作为活性中心
应用于光催化研究领域，在温和反
应条件下利用可见光实现葡萄糖
高效转化并获得较高的 HMF 产
率，不仅为多种糖基生物质的高值
化利用和绿色转化提供了前期研
究基础和新的方法，也为基于传统
热催化剂开发光响应型催化剂提
供了新的思路。

塔娜介绍，该项研究计划首先
应用于中蒙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化利用。其次，还可对农业废弃物
（秸秆）、林业废弃物以及中蒙药材
非药用部位和药渣等农林药废弃物
进行资源可持续再利用和高附加值
转化，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绿色发
展。 (喆研)

连续热镀锌铝镁稀土多元
合金镀层钢板产品研发成功

本报 10月 31日讯 日前，国
内首个热镀锌铝镁稀土多元合金钢
卷在内蒙古标达科技新材料发展有
限公司年产 35万吨连续热镀锌铝
镁稀土多元合金机组成功下线，产
品各项性能与质量完全达到要求，
标志着该项目在热浸镀锌铝镁领域
取得了重要突破。

连续热镀锌铝镁稀土多元合
金镀层钢板是内蒙古标达与中国
钢研技术团队联合研究开发的新
产品，耐蚀性超过传统热镀锌材料
的 10倍以上，达到世界先进、国内
领先水平，是新一代高效节能节材
复合材料，填补了包头市光伏支架
原材料及终端光伏装备深加工领
域的产品空白。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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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磊

近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石东路小学科技社
团开展“乐享科技 筑梦
未来”主题活动，孩子们
通过绘制科幻主题儿童
画、观看航天器模型、操
控编程机器人等方式，学
习科普知识，享受科技知
识带来的快乐。

学生在绘制科幻主题儿童画。

学生在观看航天器模型。

在包头品高永磁材料有限公司内，金名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工厂协同制造
系统正在运行。

“未来，预计每年应用 10套该系统，销售收入
可达到每年1000万元左右。”金名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经理王伟介绍，该套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数
据的透明化、实时化，实时采集并记录各工序操作
时间及对应温度、压力、能耗等，形成数据报表及曲
线，可以实时查询各班组实际生产过程和对应工序
时长/温度，实现生产对标以供分析后指导进一步
生产，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此外，根据企
业需要，在工厂车间、设备端安装相关智能电表和
添加必要的天然气流量计/水流量计，实时采集水、
电、天然气的使用状况，实时生成能源消耗报表，为
节能降耗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这是内蒙古软件园以创新驱动软件产业向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实例。背后是内蒙古软
件园在平台建设、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项目推
进、园区管理、企业服务等方面集中发力的不断

突破。
由此，创新的种子在这里开花结果，演绎出精

彩的“双创”故事。
内蒙古亨达海天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阿

里钉钉达成合作，成为阿里钉钉内蒙地区的区域服
务商，目前已经为300多家中小企业和机构提供了
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

作为数字出版服务商的喜鹊创意自主研发的
知鼎开放教学助手教育平台获评“十三五”优秀科
研成绩，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1项，软件著作 23个，
商标94个。

产业集聚、竞相发展。目前，内蒙古软件园已
累计成功孵化软件企业681家、新三板上市企业2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9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0家、自治区研发中心 11家、限上服务业企业 12
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004项。

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作为“国家火炬计划软
件产业基地”，内蒙古软件园从优惠、税收返还等优
势政策，到组建企业帮扶专员队伍、推行企业项目
全程代办制度，牵线搭桥为企业“独家定制”专业人
才，积极探索新型融资模式。此外，坚持深入企业、
定期走访，主动服务、搭建平台，促进企业之间优势
互补。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2023年，内蒙古软
件园在孵企业共212家，营业总收入9.56亿元，其
中软件收入8.26亿元，上缴税收2800余万元。

（喆研 李宝乐）

产业集聚 让数字经济“加速跑”

科创故事

创新事业呼唤创新人才。把人才请进来，让科研走出去，打
破人才流动壁垒，这就意味着既要眼睛朝内，发现、培养、吸纳、聚
集一批人才，也要“内外结合”，利用优秀科技人才技术专长，针对
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走出去、请进来，巧借外力，为
我所用，努力开创我区科技人才广泛集聚、人才活力竞相迸发、聪
明才智充分涌流的新局面。

记
者
手
记

视线

营造引才一流营造引才一流营造引才一流“““软环境软环境软环境””” 提升创新发展提升创新发展提升创新发展“““硬实力硬实力硬实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及庆玲及庆玲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
如今，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从科技创新实验室到产业发展实践场,人才正成为助力鄂尔多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是鄂尔多斯市大力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引才留才上坚持软实力与硬实力兼修的成果。

连日来，在内蒙古伊泰煤新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李志飞为煤基阿尔法
烯烃分离提纯中试放大及工业化转化项
目忙碌着。

“鄂尔多斯无论是传统化石能源，还
是新能源的发展潜力，都在国家能源保
障体系中举足轻重。”2021年通过人才引
进加入内蒙古伊泰煤新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李志飞告诉记者：“来鄂尔多斯 2
年，感触最深的是，鄂尔多斯市求贤若
渴，对企业创新和人才引进提供了优质
政策和资金支持。”他认为，在鄂尔多斯
从事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研发创新大有可

为。
科技人才是发展的根本，服务好人才

是科技工作的基础。鄂尔多斯市科技局
坚持“引进+培养+扶持”的科技人才工作
思路，汇聚一流创新人才，增强高质量发
展策源力。

前不久，“双壹计划”鄂尔多斯市乡村
振兴人才“1+2”专项行动启动。计划在 5
年的时间里为鄂尔多市培养 100 名左右
涵盖农村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农艺与种
业、畜牧、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研究生，
实施前期研培、课程学习、出国研修和实践
创新四段式培育模式，共投入2000万元。

“双壹计划”是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乡
村振兴国际化菁英人才订单式培育项目，
在鄂尔多斯实施的“1乡镇 2名全日制研
究生”专项培育行动。该行动以鄂尔多斯
市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为导向，立足解决乡
村振兴人才内生动力不足和科技下乡最
后一公里、农畜产品销售第一公里的人才
短缺问题。

“双壹计划”1+2”专项行动，将成为
鄂尔多斯市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
推器，校地合作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将成
为全国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典范。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优化服务 夯实创新创造基础

““深瞳深瞳””

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管家式”服务区，依托大厅综合
服务台、自助终端机和线上小程序，对各类服务事项进行“一
站式”办理和“管家式”服务。

观察实验样品观察实验样品。。

天骄圣果科创团队人员采集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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