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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

连日来，内蒙古扎兰屯大豆科技小院春播开犁，来自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
及申宽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人才的指导下进行大豆、玉米新品种、病虫害防治及绿色防控
等科研与实践，积极培育大豆、玉米“良种芯”，助力乡村振兴。 韩冷 李明军 摄

科技小院培育“良种芯”

研究生在大河湾镇尖山子村试验田播种大豆研究生在大河湾镇尖山子村试验田播种大豆。。 导师王东（左四）在大河湾镇尖山子村试验田指导研究生选育大豆品种。

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现实所
需，更是未来所
向。内蒙古以发
展新质生产力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 的 重 要 着 力
点，不断开辟新
领域新赛道，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

稀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抗菌材料研发稀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抗菌材料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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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瞳深瞳””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在达拉特旗重度盐碱地统计小麦出苗率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在达拉特旗重度盐碱地统计小麦出苗率。。

□风启

科技创新，如
同 撬 动 新 事 物 的
杠杆，总能迸发出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强大力量。

纵 观 人 类 发
展史，科技创新始
终是一个国家、一
个 民 族 发 展 的 不
竭动力，是社会生
产 力 提 升 的 关 键
因素。

新 质 生 产 力
是 科 技 创 新 在 其
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
的生产力，是以高
新 技 术 应 用 为 主
要特征、以新产业
新 业 态 为 主 要 支
撑、正在创造新的
社 会 生 产 时 代 的
生 产 力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十 一 次 集
体学习时强调，新
质 生 产 力 是 创 新
起主导作用，摆脱
传 统 经 济 增 长 方
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 ，具 有 高 科 技 、
高效能、高质量特
征，符合新发展理

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目前，
各省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纷纷谋篇布局，
下先手棋、做大文章，形成了竞
相发展科技的新态势。面对各
省区你追我赶的创新形势，内
蒙古以坐不住的紧迫感、慢不
得的危机感、等不起的责任感，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打好关键
技术攻坚战，以科技创新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推 动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 2023
年，内蒙古围绕 8 大产业集群
和 16 条重点产业链，实施科技
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
项目 38项，支持经费 3亿元，建
设创新联合体 121 家，吸引区
内外近 800 家企业高校和研究
机 构 参 与 ，集 聚 创 新 人 才 超
4000 人，呼伦贝尔建植羊草良
种繁育基地 7 万亩，乌海市以
氢基熔融还原技术推动传统铸
造行业降碳减排，锡林郭勒盟
建成 2000 吨退役风机叶片绿
色回收与高值化利用中试示范
生产线。启动重点研发和成果
转化计划项目 324 项，支持经
费 2.7亿元。稀土闪速煅烧窑、
新能源矿山机器人、抗除草剂
苜蓿新种质、300 吨级整车国
产化矿用卡车、电石法聚氯乙
烯（PVC）无汞化生产等一批国
际国内首创成果落地。

在更多前沿领域“换道超
车”，各盟市要认真贯彻落实自
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全
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
科技“突围”工程，以“点”上的突
破带动“面”上的整体提升，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开创科技赋能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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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

“你看，麦苗已经一拃多高了，长势非常好，如
果收割时的结籽情况和实验室里得到的数据差不
多，就说明我们的中试成功，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整个春耕期，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老师雷
红量都带着学生在达拉特旗、杭锦旗的4个重度盐
碱地试验点上翻土、播种。

谁能想到，如今的绿洲曾是泛着白光的盐碱地。
谈到通过改良种子就能改良盐碱地这一科技成

果时，雷红量眼眸里满是光芒。“在鄂尔多斯特别是
沿黄地区，大片的盐碱地寸草不生，而传统的改良土
壤每亩地需要在正常种植成本之外，再投入2000元
到 6000元，最终每亩收益不到2000元。我们测算
过，如果试验成功，一亩地多投入4元钱通过改良种
子，就能实现盐碱地的综合开发”。

富硒小麦、向日葵，用玉米芯培育富硒蘑菇，无
土栽培草莓……盐碱地变成丰产田的背后，是雷红
量带着学生在实验室里进行品种培育的一个个不
眠夜。雷红量带领科研团队通过种子强化技术，仅

用一年的制种周期，就让种子获得了耐盐碱特性，
实现盐碱地改良低成本、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等
效果。

眼下，科技与农业的“双向奔赴”同样在呼和浩
特市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走进位于赛罕区金河镇什不斜气村的简耘科
技马铃薯数字化种植研发示范基地，远远地就看到
一台台播种农机具在田间来回穿梭。

“我们现在所在的简耘科技马铃薯数字化种植
研发示范基地是今年全新打造的，种植面积900亩，
因土质不同，我们分 2个区域，划分了 16个地块单
元，种植了2个不同品种的加工薯。我们追踪每个
地块的土壤养分地图和产量地图，找到地块土壤养
分和产量差异的原因。归因分析后，采取不同的农
艺作业措施，即变量作业，这是我们今年研究的内
容之一……”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宇光说。可别小看这片土地，它有一个不同于传统
人工种植的“智慧大脑”在全程操控。正是这个“智

慧大脑”，让种植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为马铃薯产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与传统农业相比，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司把
传统农业经验化的种植方式用数字化表达出来，
通过数字化种植技术，不但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和
产量，还降低了肥料使用量和灌溉水量，是一种环
境友好型的绿色循环农业。

“自2020年开始，我们在自治区范围内已经累
计采集了7亿多条马铃薯田块级数据信息，累计服
务面积达300多万亩。种植的加工薯品种在种植前
就已经锁定了订单，根据订单方所需的马铃薯需求
量、收购价等，我们只需达到要求品质，即可在秋后
获得相应收益，与传统无订单农业相比，我们受市
场波动影响较小，农民的收益更有保证。”王宇光展
望未来，打造“企业+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振兴创新
模式，为村级合作社提供原料薯订单、仓储物流、分
选包装、农机服务和数字农艺服务等本地化经营支
持，带动一村一社走向共同富裕。

科研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

“传统用水管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水管
壁细菌污垢堆积的现象，不及时清理会导致净水不
净。”内蒙古融通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瑞欣
喜地告诉记者，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

几天前，内蒙古融通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与稀瑞
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达成稀土抗菌 PPR管道战略合
作，将给万余户家庭铺设稀土抗菌PPR管道，并逐步
应用到全国市场，为百姓提供更健康的饮用水环境。

稀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稀土
抗菌PPR管道添加了稀土复合抗菌材料，能有效利
用稀土的提性、改性功能激发锌元素的抗菌性，被
自治区工信厅、SIAA国际抗菌协会认定为安全无
毒、高效稳定的新一代抗菌材料。

像这样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推进产业升
级的企业在包头市还有很多。

走进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的灌装车

间，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葵花籽油香味，经过压榨、
精炼、灌装、压盖、装箱等环节，一瓶瓶金鹿食用油
走下生产线。“金鹿食用油从毛油储存、精炼、灌装
均采用全程充氮保鲜技术，以最大程度降低存储、
生产环境中的氧气含量，确保葵花籽油的质量稳
定。”总经理雷向军介绍。

提纯、过滤、浓缩、干燥……在内蒙古包头东宝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明胶生产车间里，先进的自
动化设备将复杂的工序变得快速高效。“药典二部
明胶，也称代血浆明胶。主要应用于医疗医药（再
生医学材料等）领域，可用作注射液聚明胶肽以及
琥珀酰明胶注射液的生产，也可广泛应用于止血海
绵、凝胶剂等医疗产品的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富
荣说。通过多年深度创新成果转化，公司已实现药
典二部明胶、酶法明胶、可溶性胶原蛋白等高附加
值产品的产业化应用，获得16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授

权、3项省级科技成果，其中药典二部明胶已实现进
口替代。

能源城市乌海市的企业同样走上了科技创新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

依托乌海丰富充足的煤炭、煤焦油资源和周边完
善的基础设施，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将煤焦油
经过煤焦油精制，提炼出附加值高的化工产品——炭
黑，一种新兴环保、导电性好、纯度高且有别于通用橡
胶炭黑的产品。

从普通炭黑、特种炭黑到如今研发的超导炭
黑，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不断研发新产品、
引进新技术，与高等院校密切合作，达到年产16万
吨炭黑、2万吨特种炭黑以及 30万吨煤焦油深加
工。公司总经理赵伟介绍，为进一步推进现有产业
优化升级，拓宽精细化工产业链，公司投资1.5亿元
分期建设酚醛树脂项目，填补了乌海市酚醛树脂的
空白，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前进、后退、旋转，烧眼、开眼、堵眼……不久
前，君正集团乌达冶炼铁合金分厂第一台开堵眼机
完成安装，进入试用阶段。与过去出炉工人手持铁
钎、挥汗如雨的劳动场景不同，只见这款“身材魁
梧”的橘黄色硅铁机器人不惧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
和高温粉尘的侵袭，轻松拿起几十公斤重的铁钎，
精确执行着机械手发出的各项远程指令，一系列自
动作业一气呵成。

君正集团乌达冶炼铁合金分厂相关负责人为
记者算了一笔账：机器人上岗后，标准工时缩短，生
产效率提高；每台电石炉的日产能也大大提升。除
此之外，氧气、六棱钢等耗材消耗量和产品不良率
也大幅降低，规范化、程序化出炉方式从根源上杜
绝了跑眼、炉口烧穿等生产事故，确保了安全生产
稳定运行。

科研实验室、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内蒙古
各行业、各领域处处涌动着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的发展热潮，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形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研成果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