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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浩特市顺源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组装线上忙碌的工人。

“我家有50多只羊，自从国家号召草畜平衡，
我就开始舍饲养殖‘新品种’，效益反而提升了。”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巴彦高勒村，牧民
刘宇向笔者讲述着自己的养殖故事。

刘宇口中的“新品种”羊正是兴安盟扎赉特旗
在全旗范围内推广的“兴安多羔羊”。这种羊生长
发育快，单只母羊可13个月2产，每产平均3只羔
羊，不仅减少了基础母羊的饲养数量，还能缓解牧
草消耗的压力，每只羊净收益达 2000元，仅去年
收益就近10万元。

走进“兴安多羔羊”的“诞生地”——内蒙古杜美
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1000平方米的自动化现
代羊舍内，一只只小羊羔依偎在母羊身边，技术总监
刘学文正在查看新生羊羔的生长状况。在2023年
畜禽种业发展论坛中，杜美牧业被评为“国家羊核心
育种场”，为当地肉羊良种繁育、养殖提供了新支撑。

“‘兴安多羔羊’的主要饲料是玉米秸秆，兴安
盟是农业大盟，秸秆资源丰富，能够满足本地牧民
因地制宜进行舍饲养殖增收的条件。”刘学文说，
自2010年起就开始进行本地羊育种科研，已经为
100家多羔羊生态牧场试点提供了优良品种、养
殖技术和科技培训，辐射带动 200余户牧民发展
舍饲养殖，推动扎赉特旗肉羊产业从数量型向质
量型转变，从天然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

近年来，兴安盟不断加强农牧业领域关键技
术攻关，以创新驱动领跑农业突围。结合建设国
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开展优良品种本土化选
育和新品种培育技术研究，实施畜品种繁育技术
集成示范，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种源。
创新实施了全域兽医社会化服务、高标准草原建
设，创建了全国首个生物育种领域技术创新中心，
杜美牧业、中农兴安获批国家核心育种场，一系列

的试验区创建构想、创新路径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同时，兴安盟主动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勇做种业振兴排头兵，创建的“内蒙古自治区
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内首个省级生物育
种领域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试点工作，充分验证
了兴安盟研究的大豆、玉米生物育种新品种在增
产、抗性及安全方面的优异特性，为全国发展生物
育种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兴安盟大米”亩产761.5公斤，打破内蒙古自
治区水稻亩产纪录；区域公用品牌价值高达
262.87亿元；兴安盟耐盐碱水稻试验区亩均产量
达到552.1公斤，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

自2018年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
扎根兴安盟以来，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圆
满完成了袁隆平院士提出的“三年内帮助兴安盟水
稻亩增产100公斤”目标，创造了兴安盟水稻产量
新高。挂牌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
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
试验基地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选育优质水稻新
品系13个、新品种3个，“X56”“157”等优质水稻新
品系、新品种推广面积达 10万亩；袁梦计划 2.0、
3.0、4.0等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兴安盟大
米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立足兴安盟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和
科技优势，如今，围绕“科技兴农、种业振兴”，兴安
盟持续为打造高质量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奠定科技
基础，一张张成绩单丰满而又厚重。下一步，兴安
盟聚焦“农牧业赛道”的科技突围按下“加速键”，
将在打造生物育种引领性高地、强化水稻育种技
术创新与推广、提升畜牧业核心种源自给能力等
方面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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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在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顺源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载着4台免耕气吸式精量播种机

的运输车缓缓驶出，发往俄罗

斯。这批总价值57.8万元的海外

订单，标志着兴安盟本土农用机

械设备制造企业首次实现外贸出

口，更意味着兴安盟“农机赛道”

的科技突围正在快速推进。

“不久后，在俄罗斯的农田

里，将看到我们自主研发的播种

机身影，这批高端农机产品将为

机械化播种增添动力。”乌兰浩特

市顺源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守元说。

作为兴安盟农用机械设备制

造龙头企业，乌兰浩特市顺源农

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集农用机

械生产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为

一体的规模以上机械制造企业，

现拥有26项专利，两次被评为内

蒙古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

“这些年，为了助力农业实现

科技突围，我们企业在产品研发

设计上累计投入资金 3000余万

元。”刘守元告诉笔者，2022年，

公司与吉林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

科技合作，成功研发出了具有播

种速度快、精度高、智能化程度高

等特点的新型气吸式免耕电控高

速智能大型播种机，经过测试后

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

际先进水平，作业速度达21公里/

小时，远超国家“十四五”时期目

标任务 14公里/小时，提前、超额

完成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同时，

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公司

利用高分贝照相机观察种子的滑

落轨迹，解决了困扰已久的种子

株距问题。

顺源农机只是兴安盟为产业

突围凝聚科技力量的一扇窗口。

以科技创新挖掘新赛道，用新技

术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在兴安盟

各领域先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上

的科技“突围”从未停歇。

近年来，兴安盟聚力办好两

件大事，用好用足中央、自治区科

技创新支持政策，聚焦重点领域

集中发力寻求科技突围，不断深

化科研合作，搭建交流平台，巩固

拓展与中国农科院、中科院东北

地理所、江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紧密联系和科研合作，解

决兴安盟重点领域科研的“卡脖

子”难题，以科技创新之笔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兴安盟新篇章。

眼下，走进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扑面而来的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各生产线开足马力
抢生产，工人们铆足干劲赶订单。

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压铸行业38年，先
后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铸造行业千家重点
骨干企业”“全国压铸成长之星”“全国压铸50强”等荣誉，并
且成为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公司、重
汽集团、重汽大同齿轮有限公司、美国水星海事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大连创新零部件制造公司等多家主机厂的定点配套
供应商，产品远销欧洲、北美。

对于这样一家企业来说，是科技改写了它的命运。
走进压铸技术研发中心，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精

美的产品，拥有专利的轴承座、火车上用的挂钩、飞机上
的配件、邮轮适配的产品……

“我们企业平均每年在科研上投入资金500万元，拥有
1个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压铸技术研发中心研发团
队有30人。这些年，我们积极开展电动系列新能源车关键
零部件生产工艺研发，推动绿色低碳工艺技术装备广泛应
用。”综合办主任柴凤华告诉笔者，2023年以来，他们针对一
汽红旗新能源车底盘支架进行研发，目前已经投入生产。

在兴安盟，传统产业不断加强先进技术成果转化，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乌钢变“绿钢”，“绿钢”变“特钢”。乌钢
的华丽蝶变是兴安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

在敬业集团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转炉
车间，既看不到烟尘，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干净又清爽。

“烟尘都顺着烟道进入到一次除尘中，我们通过电除尘
还能将含铁的杂料回收再利用，我们还有二次除尘以及屋
顶罩上的三次除尘，实现了超低排放。”炼钢厂安全环保员
赵文郁自豪地说道。

近年来，兴安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和“广泛应用数
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再建一个绿色新
乌钢”的目标定位，全面升级改造乌钢环保、设备和工艺，
逐步探索出一条老工业企业转型发展的“乌钢路径”。

2023年，乌钢全年完成铁157.7万吨、钢167.2万吨、
材165.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工业产值由2014年的9亿
元提升至2023年的62.1亿元，实现了近7倍的增长。

据了解，2024年乌钢将投入资金5.5亿元，续建双高
棒技术升级改造、120平方米烧结区域新建封闭库项目，
今年7月建成投产后，热轧棒材生产效率将提升6倍。坚
持牢固树立“新能源+传统产业”发展理念，把新能源作为
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争取今年在目前40%绿电配置
的基础上提高到60%，进一步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同时，计
划推进绿氢炼铁项目，通过建设绿电制氢装备和高炉工艺技
术改造，实现工序能耗的大幅度下降和产品成本的进一步降
低，为乌钢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展新空间、积蓄新动能。

“在工业领域，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新能源领域技术成
果转化应用，并不断探索优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同时，
还要加强服务业领域技术创新与示范，强化兴安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兴安盟科技局局长魏久强
说，兴安盟将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全方
位投入格局，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度，严格落实研发投入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完善各级财政科技投入刚性增长机
制，确保各地科技投入年均增长30%以上。

此外，兴安盟还将加快成立兴安盟绿色发展产业技术研
究院，搭建全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市场
化运营模式，实现现有科研力量、课题、基地和企业的有效串
联。同时，进一步巩固拓展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紧密联系和
科研合作，坚持引进人才和培育本土人才双向发力，实现科
技项目一二三产整体布局、高新技术企业六个旗县市全覆
盖。力争到“十四五”期末，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55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达到170家以上；柔性引进高层次科技人
才60人以上，培育本土科技骨干人才100人以上。

工业领域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本版图片由兴安盟融媒体中心提供）

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正在进行
技术研讨。

工作人员对兴安多羔羊生长性能和遗传特征
进行评估。

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落户科右中旗，
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种源保障。

金色稻田喜迎丰收季。

农牧业领域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高高耸立的乌钢1200立方米高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