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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离不开产学研的密切合作。企业在
市场上摸爬滚打，最懂客户的需求；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团队
在科技前沿潜心耕耘，最了解技术发展的新动态。

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各展所长、在科技创新中实现优
势互补至关重要。然而，以前，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就像在高
校、科研院所里“大海捞针”，同时高校、科研院所的大量科研
成果“不接地气”，实现产业化难度高。

如何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内蒙古聚焦企
业“生产难题”“人才短板”“技术瓶颈”等现实问题，以市场为导
向，建设“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组建“一中心”自治区科技创
新发展中心、“一公司”内蒙古蒙科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同

“一院所”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重点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
台，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与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促进产
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

如今，产学研合作进展如火如荼，内蒙古与全国各地资源
共享、协同互补，不断推动创新发展，用实践证明了产学研合
作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
推动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让优秀的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实现科研单位、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科技企业
仍需增强产学研创新牵引力，提出技术创新问题和需求，推动
高校、科研院所契合市场创新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市
场需求有机衔接，助力创新成果有效转化落地。

相信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在产学研高效协同创新的带动
下，内蒙古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将更加稳健。

协同创新 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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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联
合主办的2024年“她·未来”女童科学营在北京举办。本次科学营活动以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为主题，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科普讲座、实践
活动及参访，让营员们体验了解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真实情境任务
的工程实践激发青少年营员的创造力、想象力。

开营仪式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务秘书长闫建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介绍了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强的发展历程，激励营员们为国家科技高水平
自立自强而努力学习，投身科技事业。在绿色能源电动车制作及竞赛活动
中，营员们小组合作，完成车身设计、车体组装调试并进行户外行驶测试。
在自动控制小车设计体验活动中，营员学习编程与控制，体验家用汽车的
拆装。在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活动中，营员们学习多元汽车文化、分析汽车
设计案例、学习AI训练Lora模型，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创意设计。

激发青少年创造力

思享

““深瞳深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来自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第九中学的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绿色能源
电动车制作，完成车身设计、车体组装调试并进行户外行驶测试。

田媛媛 摄

营员们在企业参访。 田媛媛 摄

如何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各展所
长、在科技创新中实现优势互补？怎样让前
沿技术更接地气、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的“最
后一公里”？

内蒙古聚焦企业“生产难题”“人才短
板”“技术瓶颈”等现实问题，以市场为导
向，建设“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组建“一
中心”自治区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一公司”
内蒙古蒙科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同“一
院所”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重点打造产
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与
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促进产学研
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企业产
品竞争力。

近日，2024年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最
大的氢气生产企业，内蒙古伟祺柄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强此番前来的目
标明确：“寻找技术合作伙伴，准备在自主
创新的道路上开疆拓土。当前企业生产正
面临困境，寻找适当的电解水溶液以减少
电解水制氢工业对淡水资源的依赖成为企
业创新‘突围’的关键。”

活动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纷纷寻找
科研团队深入洽谈，表明自己的生产需求，
表示愿意将技术在自己企业生产中孵化应

用，形成长期的深度合作。
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门从事第三方治理模式承接园区各企业
生产污水的环保企业，希望通过大会找到
解决含盐废水中混合盐提纯与资源化利用
的低成本技术。“当前，高盐废水处理成本
高,设备投资成本大,我们希望在降低高浓
盐水处理运行成本、实现副产废盐的再利
用方面能得到技术支持。”该公司技术负责
人张祥海抛出需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教授芦超杰回应：“电化学处理作
为工业废水处理中较为成熟的技术，通过
利用电子调控流向，有效解决了传统药剂
添加易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极大地提高
了处理效率，更易实现集成化与装备化。”
双方不谋而合，当即添加了联系方式。

“针对当前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产
品少、与农业实际生产融合度低、全产业链
推广应用落地难等问题，我们多年自主研
发创立了智慧农业全产业链集群化综合服
务平台、数字孪生系统以及云端一体化农
业 AI 平台，切实提升了智慧农业应用水
平。该项目搭建的内蒙古12396农牧业科
技服务平台，服务覆盖全区农牧民953.4万
人，年服务农牧民 120.9万人次以上，年服
务专业合作社1743家以上，累计培训农牧

民41.7万人次，服务面积200万亩，为农牧
民节本增收5.02亿元。”内蒙古科学技术研
究院科研人员马啸的现场展示，吸引了不
少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注意。路演结束后，
内蒙古气象局、武汉嘉农生物公司负责人
迫不及待地与马啸建立联系。

产业与科技碰撞，需求与成果牵手，创
新智慧与应用场景交互。活动现场，发布
企业技术需求 300余项，发布高质量科研
成果445项，促成签约合作项目近100项，
内容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战略资源与生态
环保、装备制造、数字化、现代农牧业及生
物技术等6大领域，有力支撑了自治区经济
的高速发展。

成果背后，是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
以需求为导向，紧密对接 102家国内知名
高校、科研院所及地方科研单位，并深入全
区 12盟市的 199家企业进行调研，精准凝
练技术需求。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今后，内蒙古
科学技术研究院将推动更多区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交朋友、谈合作、促转化，
建立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紧密合作交
流机制，搭建好院地、院企、院校、院所交流
合作的创新平台。”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宋志文对未来充满期待。

8月 14日，内蒙古蒙能科技环保有限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签下20
亿元的新能源材料与绿色纤维循环经济利
用源网荷储技术合作项目。

“公司将利用这一技术，在呼和浩特市
清水河县工业园区建设国内国际首台套万
吨级电池用硫酸镍生产线，为内蒙古新能源
电池及储能下游产业提供低成本原料。”内
蒙古蒙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付嘉杰
介绍，项目将于2025年开工，2026年投产。

“我们这个技术利用内蒙古周边地区产
生的废盐酸，将其循环利用率提高到90%以
上，为内蒙古储能提供了新的电池材料，填
补了内蒙古镍钴锰三元电池正极原材料生
产领域的空白。同时，把产生的硅渣用作水
泥材料，铁精粉作为炼钢的原料，助力内蒙
古自治区储能行业发展。”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曲景奎介绍。

这是内蒙古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助
力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速
换挡的又一生动实践。

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工业园区内
蒙古蒙能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产品展示柜
上一次性日用品琳琅满目。

“这个一次性茶杯就是资源循环利用
之后生产的产品，使用之后还可以回收再
利用。这个一次性餐具，与市面上其他一
次性餐具相比，它更为经济、卫生、环保。”
付嘉杰如数家珍。

小微企业内蒙古蒙能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是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
回收、纸浆制造、纸制品制造。近年来，该
公司在发展中遇到了多工艺组合难题，无
法实现反应介质、废水、废渣的高效循环
利用。

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了解到内蒙古
蒙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需求后，联
合中国科学院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攻
关，将硫酸镍工艺产生的废水用于植物纤
维生产，把植物纤维工艺产生的固废用来
垃圾发电、生产蒸汽，而生产出的电和蒸汽
又能用于前两项工艺流程的生产，从而解

决了企业难题。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内蒙古正时

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推行
草牧肥生态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的现代化
农牧业龙头企业。该公司负责人马宏伟表
示：“当下，牧草大多采用自然晾晒或吹风
干燥，干燥速度慢，导致牧草发霉浪费，如
果从国外引进专门的干燥设备，又投资大、
能耗高，且烘干过程极为复杂。”苜蓿快速
干燥提质技术及装备研发成为企业亟待
破解的关键难题。从该堵点出发，内蒙古
科学技术研究院为该企业牵线搭桥，引入
同济大学教授吴仁智团队，目前正筹备开
展中试。

内蒙古正以最实的举措竭诚为科学家
在内蒙古转化落地高水平科技成果创造良
好的条件、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正为企业
精准对接匹配国内外优质创新资源、解决
技术难题，实现产学研“双向奔赴”，从而不
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优势互补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创造的薪火在内蒙古大地成燎原之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个人……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在政策迎来东风、产业环境改善和创新技术驱动的背景下，内蒙古着力“搭平台、建机制、促氛围”，汇聚各方资源，推动地域、企

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双创团队等加强合作对接，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帮助，新质生产力在这里展示出对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内蒙古科学
技术研究院调研
组在企业生产一
线调研。

曲景奎（左一）
带领科研团队开展
科研攻关。

科研人员在适于机械化的国产科研人员在适于机械化的国产
丸粒化种子应用与甜菜精准综合营丸粒化种子应用与甜菜精准综合营
养调控示范地进行病虫害调查养调控示范地进行病虫害调查。。

近悦远来 产业与科技“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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