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锡林郭勒盟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能量满
满。依托优质资源和丰富绿电,围绕前沿材料
和低碳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科技

“突围”方向和点位。
在加快前沿材料产业化发展上,瞄准第三

代半导体新材料,在金刚石半导体产业应用、
锗提纯及红外关键核心技术上求突破,加快推
进金刚石、锗产业链的延伸。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与锡林郭勒
盟家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科技研发应用
合作协议》,立足于上海交通大学现有技术及
装备基础，开展突破退役风机叶片绿色回收与
高值循环利用路径设计、风机叶片复合材料部
件低耗、高效热解回收装备设计与制造、典型
风机叶片复合材料部件回收技术优化、再生纤
维控型控性与高值再生制品研制等关键技术
研发。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投入资金 2950万
元，建设年处理 2000吨废旧风机叶片回收高
值再利用示范线，进行中试产业化孵化。在示
范线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批量生产标准后，扩大
生产规模，建设年产2万吨退役风机叶片回收
生产线。该项目将有效打通退役风机叶片“高
效拆解—绿色回收—高值利用”产业全链条，
为叶片回收利用开辟了新方向，有利促进该盟
风电全产业链的完善与快速发展。

走进唐合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工人们正在金刚石生产线上有序忙碌着。
2023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 亿元,产品
远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近 1.3
亿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数据显
示,该公司连续两年研发投入超千万元,累计
申请专利45个,已授权专利13个,其中6个为
发明专利,“唐合科技人工合成金刚石研究开
发中心”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
中心。该公司还将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启动
创建自治区超硬材料技术创新中心工作。“唐
合科技主导成立的技术创新中心定位于高端
碳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在筹建阶段,已
与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清华大
学机械学院等多家科研院校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拟定课题包括但不限于金刚石的制备新方
法、大尺寸金刚石大单晶材料生长技术、金刚
石散热材料及半导体材料等,待正式确定合作
单位及相关课题后,将进入下一阶段,建立联
合体共同申报技术创新中心。”唐合科技(内蒙
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纲表示。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锡林郭勒盟在氢
能、储能新兴产业培育上,将重点在氢转化为
柔性绿色合成氨、合成甲醇及微网 SOFC—
SOEC可逆储能等关键技术上进行攻关,在加
快前沿新兴氢能产业发展上谋篇布局。目前,
已积极对接京能氢源(锡林郭勒)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阿巴嘎旗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等有条件
且积极性高的企业,瞄准延伸氢能产业链,对
相关技术进行攻关;同时促成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与京能
氢源(锡林郭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就氢液化运
输技术、撬装式合成氨等关键成果转化达成合
作意向。

正镶白旗诺金炭素科技有限公司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始终将其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动力与关键支撑，2023 年以来，开展科研项
目 3项，积极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努力探索
新的科技领域和应用方向，增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2023 年研发投入 617万元，建立了
正镶白旗诺金技术中心，形成了一支具有高
素质水平、高度专业化、炭素产品生产经验丰
富的核心研发团队,与湖南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达成了深度产学研合作。目前拥有实用新
型专利 8项，正在申请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
型专利 4 项，修订国家标准一项。正镶白旗
诺金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对高性能复合材料的
技术攻关同时列入该盟科技“突围”工程重点
突围任务。下一步，将重点引导诺金炭素开
展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研发，争取高纯等静压
石墨和中间相沥青碳纤维制造项目落地建
设，力争在先进碳材料领域取得突破，全力打
造新质生产力。

创新驱动 新兴产业加速聚势成形

□巴依斯古楞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2024年,锡林郭勒盟大力实施科技“突围”工程,结合产业资源优势和产
业化前景,围绕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点位”进行突围，围绕发展关键“点位”重点培育,集中突破难点、堵点,积极主动拥抱新质生产力,向新、向高、向上全面突围。

乌珠穆沁种羊繁育基地。 “华西牛”新品系培育成功。 锡林郭勒盟不仅让清洁能源成为主导
产业，还让风机叶片回收项目投入使用。

唐合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工人
在打磨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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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提供）

畜牧业种质资源是优良品种选育的基础,
是保障重要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性资源。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锡林郭勒盟围绕生物育种,集聚资源
要素,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力以赴
推进种业振兴。

在华西牛育种群体主要供种基地乌拉盖
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牧民孟根琪琪格家的
棚圈内,一头头毛色光亮、体型健壮的犊牛或
吃着青草,或撒欢嬉戏,响亮的“哞哞”声不绝
于耳。看着眼前的景象,孟根琪琪格喜不自
禁,“它们的身份可不简单,都是华西牛胚胎移
植犊牛,个头大、花色好、生长速度快。”

2023 年,乌拉盖管理区利用胚胎移植与
基因组选择技术,首次实施华西牛胚胎移植。
今年,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以华西牛为主的肉
用新品种改良,计划移植华西牛胚胎1000枚。

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依托科技创新
的畜牧业革命不仅在肉牛种业悄然发生,肉羊
种业也正在全力突破“卡脖子”的技术瓶颈。

“这个项目能帮助农牧民减少母畜存栏
数,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实现草畜平衡,同时降

低肉羊养殖成本,提高肉羊产业生产效益
……”5月11日,在“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
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项目推进会上,高校教
授、畜牧业专家、畜牧业企业代表等各抒己见,
纷纷表示实施该项目意义重大,能够实现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
系培育”项目是盟级“揭榜挂帅”项目,该项目
同时推进高繁多胎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工
作。截至目前,已培育高繁殖力乌珠穆沁羊核
心群2个、596只,高繁殖力苏尼特羊核心群2
个、440只。

值得一提的是,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与内蒙
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暨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
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科技合作,
进行乌珠穆沁羊高繁殖力关键技术攻关,自主
设计研发了国际首款蒙古羊系绵羊繁殖力检
测低密度SNP基因芯片,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
和全基因组学技术挖掘了蒙古羊品种特异性
候选基因 10余个,突变点位 20余个,为高繁
殖力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提供
了关键技术支撑，实现了肉羊种业关键技术的

“突围”。
锡林郭勒盟牢牢抓住肉牛、肉羊“种子工

程”的同时,积极推进小麦新品种的培育,将
“锡杂麦”小麦新品种培育列入科技“突围”工
程的培育工程,为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

“锡杂麦”小麦新品种是锡林郭勒盟乡土
人才魏成龙历经40多年不懈探索获得的科技
成果。魏成龙以内蒙古自治区小麦“丰产 3
号”为母本、野生牧草为父本进行远缘杂交试
验，培育出第一代远缘杂交多穗型小麦新品种

“锡杂麦 1号”,在此基础上,以黑龙江省小麦
“黑龙江 66”为母本、野生牧草为父本进行远
缘杂交试验,培育出远缘杂交特早熟小麦“锡
杂麦2号”。

目前,锡林郭勒盟正全力推进“锡杂麦”系
列小麦在不同生态区域的系统栽培试验,力争
年底前形成“锡杂麦”系列特殊小麦品种的高
效稳产栽培技术模式,同步开展DUS检测、新
品种基因检测以及申请发明专利和新品种保
护工作,为新品种审定和示范推广提供了科学
依据。

治沙+种草，科技“狠活儿”兼顾
了生态与生计。苏尼特左旗博洋装
备制造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
业研究中心共同实施的“草原免耕太
阳能智能滴灌系统生态恢复转化”项
目，作为跨领域综合科技项目，其结
合了太阳能提水、智能分区轮灌、草
原免耕和预埋滴灌等技术，并采用了
保水增肥剂及当地优质耐旱草种进
行混播，在机械化高效推进防沙治沙
的同时，有效解决了牧区沙化地区牧
草短缺的问题。

“草原免耕太阳能智能滴灌系统
生态恢复转化”项目实施以来示范推
广效果良好，已获得发明专利4件，实
用新型专利 2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件，总投资430万元。截至目前，完
成50个试验示范基地2500多亩的试
验考核任务，基地植被覆盖率达到
85%以上，节水率达到70%以上。一
些典型示范户产草量喜人，实现了

“适度规模家庭牧场”的目标。该成
果转化项目，创建了草原建植与牧业
机械、新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的综
合研究路线，具有显著的节水、增产、
增效的技术模式，为全盟干旱草原生
态恢复和退化草场改良提供技术支
持和样本，实现了可持续恢复、可复
制、可推广的生态恢复区域模式。

太仆寺旗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一贯把技术创新当作企业
的立身之本，建立了自治区级水质深
度净化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膜工程技
术中心，中心获得锡林郭勒盟“工人先
锋号”、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职工创新工作室”等多项荣誉称号。
该公司专注于生产高端的膜分离

产品，并一直在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
力、提升企业生产运行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积极适应膜材料及膜组件发展
要求和市场需要等方面不断加大投
入，累计投入研发费用3120多万元。

目前，已在膜材料、膜组件、饮用
水净化设备、节水节能等关键技术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 30 余项，其中 22 项已获得授
权。该公司采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生产的超滤膜和相关过滤设备以其
高精度、大通量、耐酸碱、抗污染等优
异性能，成为工程单位的备件首选，
获得了“国家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卫生许可批件”，被认定为国家重
点新产品、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北
京市新技术新产品，其中水质深度净
化成套设备和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
分别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
该公司自主开发的高精度大通量

中空纤维超滤膜分离技术，以及居民
安全饮水水质深度净化技术入选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节水与水污染防治
先进适用技术指导目录》，以及 2020
年《锡林郭勒盟水污染防治先进技术
指导目录》，并于2019年荣获第八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内蒙古赛区）二等奖、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节能环保
组）全国优胜奖，于2021年荣获锡林郭
勒盟创业大赛二等奖、内蒙古自治区
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柳兰花是一种罕见的天然野生植
物，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催乳、润肠、
止血等功效。目前，天然柳兰花在世界
上只有2处，一处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面积约5亩；一处在英国，面积1
亩多。因柳兰花种子极其微小，细如
针，自然状态下种子萌发困难，很难自
行扩繁，同时柳兰根系发达、固持作用
强、生长快、抗风、抗旱、抗寒，是防风固
沙、生态治理的优良植物。

为实现柳兰花大量扩繁，达到人
工规模化种植目标，锡林郭勒职业学
院廖成松博士科研团队，实施了“柳
兰规模化种植技术和药用成分富集
技术开发”项目，积极开展人工种苗
繁育和栽培技术研究工作，经过5年多
的不懈努力，成功研发出1套柳兰规模
化种植技术和1套柳兰药用成分富集
技术，获授权专利7项，实现了柳兰人
工扩繁和规模化种植，建立了柳兰花产
业化关键技术体系。随着柳兰研究的
持续深入，科研团队与企业产品研发团
队密切合作，以柳兰为核心原料，融合
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开发了柳兰茶、
柳兰酒和柳兰化妆品等一系列柳兰产
品，进一步延伸了柳兰产业链，提升了
柳兰附加值。同时利用柳兰极佳的观
赏价值，在锡林浩特市打造柳兰花为主
题的生态旅游景区，现已完成600亩柳
兰的人工种植，2024年夏天柳兰生态
旅游景区正式投入运营。

在创新平台搭建上,锡林郭勒盟
针对“突围”与“培育”方向,加快推动
超硬材料、炭素、锂、马产业等领域的
自治区级技术创新中心培育建设,力
争年内创建 1个自治区重大创新平
台。同时,聚焦“突围”点位,靶向寻
访对接领域内全国乃至世界顶级专
家团队、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实行“团
队+项目”集成式引进,支持引进人才
团队创办企业,促进科技创新人才、
成果等资源和产业有效衔接。

“全盟科技‘突围’工程正有序推
进,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实施

‘突围’项目,聚焦发展需求、聚集优
质资源、聚力顶尖团队、聚合要素保
障,力争一批重大技术实现突破并取
得标志性成果,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
力蓄势赋能。”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党
组书记、局长包文霞表示。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向科
技领军企业、重大创新平台征集已具
备良好前期基础的重大项目,进一步
确定最有可能实现“突围”的方向和
点位,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
原则,全面集中创新要素支持推进,
并向国家、自治区重点推荐,积极争
取上级科技项目资金支持,以点的突
破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科技自强 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绿
色
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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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科技“突围” 锡林郭勒向新而行

经过治理经过治理，，沙化沙化
草原恢复了生机草原恢复了生机。。

京能五间房电厂草原生态产业京能五间房电厂草原生态产业
综合示范项目区一景综合示范项目区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