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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23年，呼和浩特市着力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梯次培育体系，培育了32家
科技领军企业。建设一批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针
对全市322户规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投入、研发机构、
研发成果清零，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

“我们企业成立之初，就得到了郭老师的辅导，
为我们做了科技创新规划以及政策规划，目前我们
已经获得多项知识产权，获得 5项政策扶持。不仅
如此，国家级创新创业导师、内蒙古领新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偌宁的团队还为我们公司培养了一名企
业政策管理师。”呼和浩特市汇方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坚民说。

领新科技作为专注于“政策咨询+科技服务”的
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站内16名企业科技特派员

均长期服务于企业政策咨询一线。去年工作站还运
用新媒体手段在腾讯、抖音平台开展在线辅导。通过
政策辅导，已有 5家企业成功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20多家企业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家企业建立
了研发机构，协助企业成功申报科技计划项目7项。

“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企业要抓住机遇，勇
于挑战，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寻求政策支持和资金扶
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
力。同时要注重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郭偌宁说。

为解决企业与项目的孵化慢、落地难等问题，呼
和浩特市构建“立体联动”孵化机制。2023年，呼和
浩特市从北京引入简耘科技、神州共享、亚信科技3
家科技型企业入驻呼和浩特科创中心，为全市创新

主体注入新活力。
“目前我们已获取马铃薯数据6亿多条，利用AI

相关的数据应用技术，自研的马铃薯全生命周期决
策模型，实现节水超 30%，节肥超 20%，提升产量
31.5%。”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说。该公司成立于 2019年，在北京京蒙高科（蒙科
聚北京分中心）两年的孵化，得到长足的发展，2023
年通过“蒙科聚”平台在呼和浩特科创中心落地转
化，作为后备上市企业进行重点培育。

2024年，呼和浩特市将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科技城科研总部基地，推动陈
十一院士团队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欧阳
明高院士团队交能融合创新中心落地，支持和林格
尔新区建设全区人才科创中心，与西安交大合作共
建科技研发和产业应用“双向飞地”。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助力传统产业升级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有效对接的“关口”，也是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2023年，呼和浩特市紧抓“蒙科
聚”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机遇，打造“蒙科聚”创新驱
动平台的总窗口，不断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新增自治
区级技术转移载体24个，总数达到44个；培养技术
经纪人974名，总数突破1000名。

“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不顺畅，大多
数企业对技术需求存在不会说、说不全、不能说等情
况。我们从影响科研成果转化实际出发，不断挖掘企
业技术需求，在与企业没有达成合作共识时，应该有
意识、有导向地进行经验积累和梳理，做好每一步才
有可能促进成果转化成功。”内蒙古科信科技创新推
广有限公司负责技术经纪人管理的工作人员王静说。

自 2022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以来，该公司主动发挥“科技红娘”在科技创新中
的作用，积极促进内蒙古自治区企业开展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并为此组建了技术团队，团队中有初级经
纪人34名、中级技术经纪人5名。通过服务，内蒙古
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中心与内蒙古地矿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了“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呼和陶勒盖
银铅锌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合同近1000万元。

“自治区与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对技术转移服
务机构高度重视，出台了很多支持绩效考核的措施，
建立了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培育体系。相信在未来市
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作为聚集技术转移人才且有
专业背景知识的复合型机构，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呼和浩特市科技局成

果管理与转化科科长孙奇信心满满地说。
回望来时路，呼和浩特市创新的脚步从未停

歇。2023年，呼和浩特市政府与高校、企业合作，组
建了政校企创新联盟，充分利用全市优质的高校院
所、企业等创新资源优势，举办 3场“蒙科聚 强首
府”协同创新系列路演，推动 25项新技术新成果转
化落地，预计年均新增经济收益近亿元。

2024年，呼和浩特市将依托科技综合服务总窗
口，建好用好“蒙科聚”创新平台，重视科技服务专业
人才的培养工作，积极探索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新模
式，搭建技术转移人才学习提升和施展才华的平
台。同时，充分发挥政校企联盟作用，举办呼包协同
人才科创大会，开展高校院所协同创新路演，促进更
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生产力。

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一台台全球顶尖的实验设备、一项项领先的专
利技术、一个个转化应用的创新成果都令人振奋
……2023年，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投入科研经
费3.6亿元、建设资金12.7亿元，推动全国唯一一家
国家级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行，中国顶尖创
新力的联合与协作在这里一路生花，不断向科技创
新的极限求索。

“现已吸纳100多家成员单位，集聚10名院士、
100多名高级行业专家和超过 5000人的全产业链
创新队伍，累计启动科研项目 140多项。”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何剑告诉笔者，“目前，中心首次
实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已取得98项技术成果，其中
创新集成高产奶牛性别控制胚胎生产关键技术，促使
胚胎牛年单产达14吨、单头利润提高50%，推动我国
奶牛良种性能快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
先进生产力。“我们将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
究，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何剑表示，中心将充分发挥科技枢纽作用，继
续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在新技术、新模式
等方面取得突破，积极推进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二期项目建设，助力中国乳业实现科技突围。

“我们科研团队突破紫花苜蓿的关键技术瓶颈，
首次创制抗低残留耐草甘膦紫花苜蓿新品种，为我
国草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草业技术创
新中心（筹）副总经理苑峰说，中心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汇聚国内47家草业领域的顶尖科研团队参与建
设，目前已研发出6个新品种、6项突破性技术成果。
2024年，中心将把争创国字号“创新中心”作为头等
大事来抓，确保科研综合楼早日建成并投入使用，围

绕“科技突围”工程，实施“优质苜蓿分子聚合育种技
术研发及应用”“苜蓿高通量表型－基因型平台创
制”等项目，最终实现苜蓿育种4.0，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表示：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由两院院士亲自挂帅、顶级专家
团队聚焦突围方向领衔实施2项国家重点项目，争取
在乳业、动物疫苗、生物育种、益生菌、航天航空等优
势领域找点位、找团队，从自治区、市级两个层面开展
突围，在一两个点上取得突破，做到起跑就领先。”

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
水平创新人才。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按照“不求所
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则，持续加大院士培
养、顶级专家和高层次人才以及科研团队的引进力
度，在新一轮竞相发展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

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 汇聚强大攻坚力量

因地制宜推动科技“突围” 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文/图 武子暄

和煦的暖阳下，塞外青城吹响了打赢科技“突围”战的冲锋号。
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议话题。先进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动力，实现科技“突围”，呼和浩特市有底气有信心

有实力！2023年，在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第30位，居各盟市首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3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49家，持续排名全区第一；争取上级科技专项资金7.45亿元，较上年增长175.93%，创历史新高；认定登记
技术合同832项，合同成交额15.06亿元，同比增长16%，处于全区第一梯队；获批建设大青山实验室，填补了省级实验室空白。

奔跑在求新求变的新时代，呼和浩特市将因地制宜，瞄准前沿、打破常规，以“首善之地”的标准，全力拼科技，向新、向高、向上全面突
围，在重点培育“六大产业集群”的同时，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聚焦未来信息产业、未来空间产业、未来材料产业、未来健康产业、未
来能源产业“五大领域”，培育打造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夯实首府在全区科技创新版图中的领先地位。

金宇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 和林格尔人才创新谷。 呼和浩特科创中心。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呼和浩特市：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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