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天时：抢抓机遇 只争朝夕

1957年，我国生态学奠基人李继侗将自己在北京
大学创建的生态与地植物学教研室移植到内蒙古大
学，设置了生态学本科专业，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教育部
批准创建的生态学本科专业。

1958年，我国最早的草原专业，创建于内蒙古农
业大学。

1963年，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在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设立，风风雨雨走过 61年，为内蒙古自治区汇聚
了来自全国的草业科技人才。

“1963年，全国食物短缺，凸显出草原在食物供给
方面的潜力，国务院决定在内蒙古成立国家级草原研
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林克
剑为记者揭秘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建在内蒙古
的原因。

“当前，与其他省市区相比，发展草业内蒙古优势
明显，一是面积大，二是地势平缓可利用程度高，而且
内蒙古定位在肉库、粮仓、奶罐、草都，已经初步形成了
产业规模和产业体系，走在全国前列。但是，与发达国
家相比，龙头企业、精深加工两侧短板明显，种业发展
距离产业需求差距较大，优质多样畜产品精准供给也
没有实现。”林克剑建议，内蒙古要全产业链布局，打造
产业集群，补齐产业发展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展精
准招商引资，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向加工、储运、服务等
全产业链布局，做大做强。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呼和浩特市政府、中
国农业科学院决定携手共建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
心。近年来，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加快推进
的“优质饲草新品种推广与应用”项目，联合自治区草
牧业龙头企业，力争通过3年的项目期，大面积推广应
用转化中国农科院“中”字系列牧草新品种，为内蒙古
优质饲草品种摆脱进口草种依赖，提升国产种子产量
和质量提供科技支撑。

2022年以来，针对我区苜蓿产业发展中存在优良
品种缺乏、种质创新能力不足、育种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自治区启动实施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
挂帅”项目。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成功揭榜
羊草和冰草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技术研、重要乡土草
育种新技术研发与新品种培育推广，优质苜蓿新品种
选育及产业化示范 3个“揭榜挂帅”榜单项目。目前，

“揭榜挂帅”项目累计审（认）定 258个草品种，草种繁
育基地达26.5万亩，人工种植草种产能达500万公斤。

7月 13日，正在创建的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开
启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大数据平台试运营，供产
业创新主体免费查阅与下载资料，助力其科技创新。
这也为加快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化搭建
起平台。与此同时，联合多家单位启动风电光伏+治
沙一体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合作项目，探索“政府+科
研院所+能源企业+生态企业”合力防沙治沙新路径。

“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格局。”北京林业大学草
业与草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烈保建议，内蒙古
创建草种、数字化、草坪、牧草、生态修复等分类更加
细致的创新平台，让项目、平台、产业进行精准对接，
协同发力。

凝聚思想共识，提高全社会对优质草种育种的重
视，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杨青川从事苜蓿遗传育种 30
多年，已经育成了中苜系列 10多个品种。他说：“呼
和浩特市处于内蒙古西部地区，是发展苜蓿产业的黄
金产区。接下来，我们团队将与内蒙古草种业企业建
立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大创新力度，促进种业产业链
融合，发展种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种业高质量
发展。”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研究员殷国梅正积极谋划，准备联合其他科研单位、
高校和企业申报各类项目及科研平台，为草原生态建
设和饲草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与科技支撑，不断推动科
研成果的产出，加快内蒙古草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的步伐。

“我们公司立草为业 16年，聚焦草种业，通过草
种繁育基地建设、饲草料供给保障、生态保护修复的
引领能力，打造草牧业协同生态圈，帮助农牧民增收
致富。目前，公司的业务已经辐射 4 个省 24 个县
域。”内蒙古草都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才
表示，公司将借助呼和浩特市的地缘、人才、金融等优
势，在这里建立一个草牧业样板园区，同时把公司的
模式在全区 100 多个区县进行推广，争取在未来 10
年内实现百亿产值、千亿交易量，助力内蒙古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

可以预见，内蒙古将在各类创新主体的助力下，
把基础优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
势，展现草业力量，打造中国升级版“粮仓+奶罐+肉
库+绒都”，不断提升中国草业全球影响力。

1984年，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首次提出“草业”一词。
40年来，在国家支持下，内蒙古抢抓机遇，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从天然草原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到休牧、轮牧、禁牧，
再到全面落实“三区”规划和退耕还林还草……一系列保护草原的政策措施，构筑起
内蒙古草业发展的绿色样本。

202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
章的意见》，为内蒙古建设成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量身定制了行动纲领。

把握新机遇，顺天时而动。内蒙古先后制定全区羊草产业发展规划（2023-
2030）、推进饲草饲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进我区国产苜蓿增产方案等规划
方案，持续推动草产业链做大做强。

这些规划方案的实施，使得内蒙古美丽与发展共赢，“颜值”与“产值”兼收。2023
年，内蒙古草种繁育基地面积达26.5万亩，年制种能力突破500万公斤，人工饲草种
植2172万亩，各类饲草产量达7543万吨，草产业链产值达802.1亿元，产量、产值均
居全国首位。其中，以天然草原可食牧草产出、人工种植饲草、秸秆为主的第一产业
产值645.4亿元，成为我区新的优势特色产业。

草产业的持续增强，有效保障了全区1.4亿头（只）牲畜的“吃饭问题”，同时支撑
了奶、牛、羊、绒4条重点产业链近5000亿元的产值。

这些数字映射出内蒙古草业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底气。
日前，内蒙古印发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推出11项政策措施，推动内

蒙古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乳肉绒产业绿色健康发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科技革命是最大的“天时”。科技创新成为内蒙古落实种业振兴、科技兴蒙、京蒙

协作、东北振兴等行动、战略的核心。当前，内蒙古正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抓草业科技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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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的基础是产业，内蒙古是领头的。”我
国首位草业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草业科学奠基
人，百岁院士任继周，如今已经在莽莽草业科学世界
中，徜徉了近 80年，把学问变成种子，撒遍广袤草原，
这其中不乏他热爱的内蒙古。

“内蒙古是我国草原大区，内蒙古草业发展是全
国草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国家林草局草原司司长李
拥军如是说。

眼下，在广袤无垠的内蒙古大地上，草业正以蓬
勃之势为内蒙古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添“新”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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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拥有12亿亩草原，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7.2%，可以说，绿色是内蒙古最美
的底色，也是内蒙古最大的发展优势。

盛夏风景美，夏收正当时。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中科羊草种植基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公社

正在察看草籽成熟情况。“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草原生态修复是最为重要的一
环。内蒙古是全国羊草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有82.8万亩，开鲁县的羊草面积占内蒙
古的近八分之一。目前，全国中科羊草19万亩原种繁育基地中，开鲁县面积达8万
亩，是全国中科羊草原种繁育基地面积最大的区域。今年产草种预计能达到 1600
吨，可为沙化草原治理修复提供80万亩优质原种。”刘公社介绍。

在内蒙古各地，曾经被盐碱覆盖、充满荒凉的荒滩，一个个被沙化的天然草牧
场，经过生态修复和科学规划，已然转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这不仅改善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更成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力量。

7月13日，敕勒川国际草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任继周说：“自2008年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以来，呼和浩特市

这几年确实做出了成绩，在草产业、奶牛业、绒毛业打出了世界水平。”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重点围绕“生态草”“产业草”做文

章，建成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已经形成集“育种、扩繁、栽培、加工、利用”
于一体的草业“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体系；依托正在创建的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围
绕草种质资源收集、精准鉴定与评价、草种质创制与高效育种等核心领域开展重大科
技攻关；集聚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农科
院等32家科研院所和85个科研团队；培育上下游300多家知名草企。

会议期间，正在创建的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与国外多所科研机构签约国际联
合实验室和国际合作基地等合作项目，为未来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草业发展带来新机
遇、新挑战。“此次大会选择在内蒙古召开，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草业专家、企业家，这
不仅增强了内蒙古在国际草业领域的知名度，还促进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草业科
技、市场开拓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与国际先进的草业技术接轨，内
蒙古可以引进更多高效的草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地草业的科技水平和产业化
程度。这对于促进草原生态保护、提高草产品质量和增加农牧民收入都有重要意
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呼和浩特市高层次引进人才张东彦指出。

放眼内蒙古大地——
自治区拿出1亿元科技专项资金支持创建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加强草种

质资源收集评价、乡土生态草种和优质饲草品种培育、草繁育加工技术研发等方面的
系统布局。

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形式，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
应用为导向，产学研创新联合，覆盖种质创新、良种繁育、示范推广全链条的技术支撑
体系，持续强化草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功转化国产苜蓿、羊草新品种5
个,扩繁推广面积16.4万亩，“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正在形成。

推广先进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生物灾害绿色防控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裹包青贮技术和机械化收获技术，提升高密度苜蓿、燕麦干草
捆和窖贮青贮生产水平。

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创新真正起到了杠杆撬动、催化哺
育、平台支撑的作用。

占地利：立草为业 科技赋能

促人和：引才聚才 协同发展

□风启

草地是最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重要的
自然资源和生态屏障。草地生态系统是“种库”

“碳库”“水库”“粮库”和“文化库”。
内蒙古拥有 12 亿亩草原，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27.2%。对内蒙古而言，发展草业既是增加农牧民收
入的重要抓手，也是助推现代农业，支撑现代畜牧业
发展的基础，更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保障。

如何将草业做大，是内蒙古、中国、世界共同
的使命。

要进一步强化各类创新平台的建设，深化交

流与开放合作，为区内外、国内外，各类草业人才
搭建合作搞科研的载体，加快草业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的步伐。

要不断完善草业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提升
草业科研成果水平产出的同时，提升人才培养的
实践能力，延长人才培养链条，培养一批理论基础
扎实、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强、懂草业、爱草业、爱
农牧区的草学复合型人才，更好的在草牧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提供人才支撑。

新形势下，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等
问题对草业科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展望未
来，新的科技手段、新的发展模式为草业科学带来
了无限可能。

以科技创新引领草业做大做强

思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殷国梅殷国梅（（左一左一））给地方农技人员讲解给地方农技人员讲解
苜蓿套种玉米种植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苜蓿套种玉米种植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林克剑林克剑（（左二左二））在饲用燕麦田调查指在饲用燕麦田调查指
导生产导生产。。

敕勒川草原敕勒川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