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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
呼和浩特市各地正如火如荼进行“科技
助春耕 专家下基层”活动，科技特派员
们纷纷深入乡村一线，针对性地开展新
品种示范推广、农业技术应用、培训指
导，为农民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科技局聚焦农
业产业科学布局，不断加大科技特派员
派驻力度，技术服务覆盖全市95%以上
较大规模农业园区和基地，培育近千名
农村科技人才，为兴农富民注入强劲科
技动能。截至目前，选聘农业科技特派
员团队 52个，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26项，培养一线技术人才 300多人，受
益农业企业30家，受益农户3000多户。

包文洁 张国勇 摄

送技上门助春耕

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内蒙古正以持之以恒的坚守、只争
朝夕的精神，加快集聚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创新要素。攥指成拳，打造
集聚各类要素的“强磁场”促创新，已成为内蒙古科技创新领域的共识。

““深瞳深瞳””

□风启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是 连
接 科 研 和 生
产 的 重 要 桥
梁，也是培育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环节。

当 前 ，内
蒙 古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率 比
过去高得多，
但 仍 存 在 束
缚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的 堵
点卡点，需要
通 过 加 强 科
技 合 作 与 交
流，促进科技
成 果 转 化 与
应用，推动科
技 与 经 济 的
结合。

在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工
作中，不能闭
门造车，要用
区 内 外 两 方
面创新资源，
坚 持 科 技 创
新 和 制 度 创
新双轮驱动，
持 续 构 建 开
放 式 科 技 创
新体系，让市
场 真 正 在 创

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以产业和政策体系
为支撑构建东西部科技
合 作 格 局 。 以“ 政 府 牵
引、需求导向、企业主体、
市场机制、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为指南，以项目
为单元，以人才交流、技
术成果转移转化为纽带，
利用“揭榜挂帅”等形式，
建立“企业出题，高校破
题，团队揭榜”的产学研
合 作 模 式 ，引 导 人 才 资
源、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
高效对接，推动学校与科
研机构、龙头企业共建以

“用”为导向的创新联合
体，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联合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运用。

前沿技术与市场需求
并非天然高效对接。内蒙
古应用场景丰富，要坚持
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
市场的思路，围绕高端装
备制造、信息智能、生物医
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
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常态
化挖掘场景资源，发布场
景清单，组织场景对接，打
造一批地标性场景创新活
力区，推动自主创新产品
及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让
更多创新链的“好技术”变
成产业链的“新应用”，增
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
撑能力，实现技术创新与
产业提质的同频共振。

攻坚克难、接续奋斗，
不断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定能让科技创新释放更加
强大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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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在发放《现代种植养殖技术问答》手册。

付崇毅博士（中）现场进行技术培训。

在包头稀土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科研人员正在与中国科学院的
专家一起对白云鄂博铁矿的中重稀土
泥等矿物进行地质基础研究。

包头稀土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启动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双方组建22人的专家团队攻
破科研难题。包头稀土研究院副院长
刘建军说：“合作对于提升包钢集团公
司对白云鄂博资源的开发、综合利用
和科研人才专业水平的提升有很大帮
助。”

内蒙古“所需”与北京“所能”双向
奔赴，为我区企业技术升级、产业转型
发展提供了“定向定制”的解决方案。

2023 年，围绕京蒙协作“科技创
新倍增计划”，自治区科技厅举办京蒙
合作智算中心项目推进座谈会、科技
创新支撑粉煤灰综合利用专家论证座
谈会等各类对接活动，向北京各类科
研创新主体精准推送科技创新合作需
求 400余项，依托“蒙科聚”和京蒙高
科企业孵化器等平台举行马铃薯“双
链”融合等对接交流活动80余场。与
此同时，北京市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
势，北京市科委、科协、北京市各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各
类主体相继走入内蒙古，与地区达成
系列合作共识，签订合作协议，促成科
技产业合作。

3月 29日，北京市海淀区与乌兰
察布市共同签署“共建人工智能产业
高地合作备忘录”，旨在发挥两地资源
禀赋比较优势，建设北京人工智能训
练场乌兰察布基地，共同支撑保障海

淀区大模型企业算力需求，加强大规
模并行训练、智能编译器、定制化训练
框架等关键基础技术研究攻关以及产
业人才培养，进一步深化京蒙协作。
同时，2023 年由北京市政协科技委、
自治区科技厅共同推动落地乌兰察布
的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已完成前期审
批程序，计划近期开工，年底竣工，可
形成1000P智能算力。

本固方枝繁，根深则叶茂。自治
区科技厅指导推动各盟市采取“走出
去、引进来”的办法，通过“线上+线下”
模式面向北京“4+8+N”合作主体、区
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积极开展
科技专题对接洽谈活动，不断深化双
方交流合作。

前不久，包头市科技局面向全市
重点企业发布了北京科技大学256项
前沿科技成果，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
领域 77项、新材料领域45项、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 59 项、生物医疗领域 6
项、新能源领域 2项以及节能环保领
域67项。

目前，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对“无人天车与智能库管技术”“全
流程物料逐支跟踪系统”等 9个成果
提出了意向，北重集团对“基于深度学
习的热轧带钢表面在线检测与质量评
级系统”“宽厚板热处理区智能远程智
控一体化关键技术”等13个科技成果
提出了意向，科天磁业公司围绕材料、
机械方面提出了人才交流合作意向。

“下一步，包头市科技局将会同北
京科技大学共同组织专家教授与企业
进行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包头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科技成果向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转移转
化的速度和效果，已成为决定区域和产业竞争
优势的关键。

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以丰富的能源资
源而闻名的鄂尔多斯市，正面临着资源型城市
转型的挑战。

“我们通过各控制器之间的网络连接，实现
高效的数据交换，精细掌控着浅层地热的各个
实验点，将实时数据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科
研人员面前，为他们提供便捷、直观的数据观测
途径。”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节能减碳
团队首席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张信荣教授介绍。

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实施的自
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风—光—储—冷—热—电零
碳机场构建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取得重要
进展，节能减碳方向研发的加装新型蓄散结合式
浅层地源综合试验测试平台远传系统正式上线试
运行。这一系统不仅为开启地热宝库提供关键技
术支撑，更是浅层地热试验平台的核心研究工作。

“在传统的化石能源制冷制热中，都是能量
的单向使用，彼此之间缺乏联动，会造成能量利
用效率低下。”张信荣教授说，这就好比夏天的
房间需要制冷，其实是把这个房间的能量扔到
外面去了，却没有供给需要热量的地方。而使
用二氧化碳高效冷热供应技术，被“扔掉”的热
量就能得到再利用。

这种构思伴随对二氧化碳高效冷热供应技
术研究的深入，正逐渐从理想变为现实。随着
项目的全面实施，将显著降低鄂尔多斯伊金霍
洛机场各区域的碳排放，推动机场供能、用能方
式的转变，为绿色民航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在玉米优势产区通辽市，1000万亩玉米全
面推广节水增产技术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一直以来，面对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与农
业生产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的局面，通辽市各级
农技部门都在努力找寻节水与高产的协同解决

方案，但成效不大。
直到引入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

昆团队，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后，取
得巨大进步。经过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专家指导组测产验证，2023年，开鲁县千亩
方平均亩产 1246.65 公斤，科尔沁区万亩片平
均亩产 1183.47 公斤，再次刷新了东北春玉米
区千亩方和万亩片大面积单产纪录。

当前，通辽市各旗县区玉米密植高产精准
调控技术模式应用已完成点、片、面的规模化布
局，技术应用面积已达 238 万亩，辐射带动近
300万亩。该技术模式因其高产、稳产、节本、
减损、抗逆等优势，被确定为农业农村部与国家
发改委联合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核心
增产技术，在全国主产区大力推广实施。以通
辽市为中心，该项技术不断向我区呼和浩特市、
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兴安盟，辽宁省朝阳市、阜
新市，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大庆市等东北西部灌溉及补充灌溉玉米
区全面推广。

多年的合作中，一种新的科技助农模式逐
渐建立。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周文
彬介绍，在技术示范和推广中，通辽市开鲁县政
府率先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签署了

“科技包县”合作协议，以县域为单位，推进玉米
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全面提升玉米产
量水平和产业效益，促进全县粮食年产量增加
5-7亿斤，开创了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的新模式。

科研选题从生产中来，成果转化到生产中
去。据统计，2023年全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各类创新主体与北京市开展科技合作项目
210项，各级财政共投入经费 4.5亿元，引导创
新主体自筹经费4.7亿元。

随着京蒙协作不断深入，乌兰察布大规模智算
中心、呼和浩特综合气体岛、赤峰大型储热系统等先
进技术和招商项目相继落地内蒙古，站在时代发展
的风口，京蒙携手创新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在创新驱动发展征程中，协同创新是
实现科技发展快步走的高效路径。

聚焦我区资源禀赋和优势主导产业，
自治区科技厅积极引导和支持北京各类科
技创新主体到内蒙古建立科研分支机构或
共建科技创新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
京蒙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格局。

走进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
司，记者一进大厅便感受到了满满的“科技
范儿”。这里仿佛是一片“智慧之园”，不仅
有在空中漫步的轨道式机器人、消防机器
人，还有在恶劣条件下作业的四足“机器
狗”，就连人们喝的咖啡都是由机器人研磨
的。

“现在我们的订单应接不暇，今年公司
已经有1亿元的订单在手。”北科交大总工
程师虞军说。北科交大依托清华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成立的技术研

发中心，致力研发生产适用于各种工业制
造领域的智能机器人，目前已在钢铁、有色
金属、稀土新材料、风电、光伏等行业研发
多款专用智能机器人及数字化软件系统，
多项技术产品已投入应用并实现量产。

今年3月，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开始使用北科交大智能巡检机器人，为公司
车间 600多平方米的低压配电室“保驾护
航”。遇到潜在故障隐患等情况，巡检机器
人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不仅大幅提升巡检
效率和巡检质量，还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为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打牢了基础。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韩天是北科交大智
能巡检机器人研发团队的主导者。他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正致力推动稀土冶炼智能
化。“稀土冶炼过程中，工人不仅要面对高
温、高粉尘的工作环境，且劳动强度大，而
有经验的工人缺口越来越大，用‘机器代

人’成为大势所趋。”
以智赋能，铝产业也焕新升级。北科

交大与中铝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包头
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有色金属行
业智能化为基础的战略合作协议，包头铝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开始使用北科交
大的炭块打磨机器人、码垛机器人、激光打
码机器人等，不仅替代了大量重体力劳动
和危险岗位工作，还开启企业智能化提效
发展新模式。虞军表示，未来他们还将在
更多领域展开科研攻关，全力推动人工智
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马铃薯是内蒙古的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但长期以来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到种
质资源匮乏、品种创新不足、自主育成的抗
旱和加工专用品种几近空白等因素的制约。

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
头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区内外 10家高校院

所和 6家公司组建“内蒙古马铃薯种业科
技创新联合体”，“揭榜”种业科技重大示范
工程“马铃薯优异种质资源创制及新品种
选育”项目榜单，围绕马铃薯种业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形成体系化创新力量，加速
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截至目前，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共引进马铃薯种质资源 412份，
筛选出与目标性状相符合的优异种质资源
70份，创制出优异亲本材料 36份，育成符
合目标的抗病加工专用型新品种 3个、抗
旱优质鲜食新品种 4个，新品种示范推广
11.7万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内蒙古与北
京仍在生动书写东西部协作故事，一幅京
蒙协作创新发展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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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头稀土高新区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北科交大机器人展
厅工作人员在调试码垛转运六轴机器人。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应用导向 拓展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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