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在线

兴安盟首个自治区级
高 新 区 正 式 获 批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从兴
安盟科技局获悉，近日，自治区政
府下发文件，同意认定兴安盟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自治区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现行自治区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
这是兴安盟获批的首个自治区级
高新区。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辖
“一区四园”，包括原高新技术产
业园，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科右
前旗产业园，扎赉特旗产业园。
截至目前，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拥有涉及绿色食品、智能装备、
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多个重点
产业领域的自治区级及以上科技
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共 26
家，柔性引进10余位院士开展科
研合作，成为兴安盟智力资源密
集地；承担了自治区级科研项目
近百项，顺源农机、万佳食品等园
区企业与江南大学、吉林大学等
高等院校建立稳定的科技合作关
系，产学研合作氛围日渐浓厚。

下一步，园区将继续走好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坚定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加快完善创新孵化体系建
设，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各项政策
措施，壮大科技型企业规模，加快
园区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园区高
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努力
把园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昊然)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科 研 工 作 站 挂 牌

本报 8月 7日讯 日前，赤
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科研工作站
在红山区挂牌。

近年来，红山区立足城郊实
际，大力发展特色花卉、果蔬种植
温室、育苗研发，种植品种向绿色
有机、精品特色、附加值高的方向
延伸。科研工作站的成立将结合
红山区农牧业发展实际，充分发
挥科技人才优势，持续壮大花卉、
樱桃、蛹虫草、蔬菜等主导产业，
强化课题研究，持续推进肉牛、牛
奶、蔬菜、粮食等农畜产品精深加
工能力，加快产业提档升级。

（喆研）

包头市科技特派员服务
管理平台投入试运行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从包
头市科技局获悉，包头市科技特
派员服务管理平台正式上线投入
试运行。

平台主要包括科技惠企政策、
特派资讯、服务大厅、特派员、工作
站、数据统计等多个主页栏目，用
于帮助特派员与企业建立线上沟
通渠道，协助特派员工作站完善特
派员入站、派出等管理工作，助力
科技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特派员工
作相关情况。

据了解，为方便不同角色用
户使用，包头市科技局组织内蒙
古科技大学技术团队录制平台使
用教学视频，编写平台不同用户
使用手册，进一步提升平台使用
的方便性。目前，包头市、区两级
科技管理部门正在积极组织各工
作站、特派员、企业完成身份注册
和认证等流程。

此外，平台将于近期上线特
派员服务日志、需求大厅、数据统
计等模块，逐步实现特派员服务
与管理网络化。 （张劲）

鄂尔多斯地区过敏性鼻炎
防治技术获阶段性成果

本报8月7日讯 2022年，鄂
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共同组
织实施鄂尔多斯市“揭榜挂帅”项
目——鄂尔多斯地区过敏性鼻炎
的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治技术研发。

一年多来，项目团队加快项
目实施，推进三级防护体系建
设，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过敏性
鼻炎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人
群分布特点、易感人群和主要危
险因素分析，构建出风险因素模
型，实现了对鼻炎患者的早预警
早诊疗，取得阶段性成果。接下
来，项目团队将着力攻克过敏性
鼻炎防治的堵点、难点，制定出版
地方过敏性鼻炎防治手册及地区
检验质控标准、手册，确保项目取
得突破性成果。 （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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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劲

近 年 来 ，呼 伦
贝尔农垦大河湾农
牧场有限公司积极
打造智慧农业发展
新 模 式 ，通 过 北 斗
导 航、现 代 农 机 以
及植保无人机等新
技术手段为农业生
产 助 力 赋 能 ，促 进
粮食增产增收。

院士专家工作站犹如桥梁，将企业等建站
单位与院士专家等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紧密连接
在一起，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为通辽
闯出一条创新路。

“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作为服务经济转
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的主要抓手，扎实推进院
士专家工作站载体建设。”白斯勤介绍，近年来
通辽市科技局借智聚力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
力，培养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加强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水平，充分发挥其人才、科研资源优势，
助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去年，在通辽市科技局及各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依托蒙古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宝力德，通辽市
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申报的“蒙医药文化传承
与创新研究院士专家工作站”成功获批，成为通
辽市首家外籍院士工作站。

“在院士工作站筹备建设期间，我们联合实
施了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符合我市产

业发展方向的合作项目，通过前期项目引领，促
成了院士签约、工作站落地，成功搭建了国际性
的合作交流平台。”通辽市科技局社会发展科科
长李代文认为，引进国外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参
与通辽的科技创新工作，能够进一步传承和创
新传统医药学经典技术、拓展学术交流伙伴、培
养特色领域创新人才，为推动中医药（蒙医药）
产学研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为充分调动企业建
设院士专家工作站积极性，做好院士专家工作
站引才引智平台建设，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双向
融合，通辽市对建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一次性
给予运行经费 50万元，并提供每年 500万元连
续支持 5年的研发经费。目前，通辽市围绕荞
麦、辣椒等特色产业，正积极推进相关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设，用“科技杠杆”撬动产
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为地方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引智再“加码” 创新联内外

田间管理田间管理。。 韩冷韩冷 摄摄
调试无人机调试无人机。。 田林鑫田林鑫 摄摄

戴景瑞院士戴景瑞院士((右一右一））在玉米院士专家工作站在玉米院士专家工作站
做玉米新品种做玉米新品种、、新组合田间鉴定新组合田间鉴定。。

肖培根院士肖培根院士((右一右一））鉴定奈曼旗的中蒙药材标本鉴定奈曼旗的中蒙药材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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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与通辽市，看似相距甚远，如今却“鹊桥”高架，“心
手相连”。

近年来，通辽市将创新平台作为战略科技力量，在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建设和发展中，始终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优势特色产
业为出发点、立足点，依托科技资源撬动产业发展杠杆，以产业链
带动创新链，在延链补链强链上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科
技力量。

“院士专家工作站为地方经济发展献智出力，‘院士经济’成
为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赛道。”连日来，记者走进通辽市开鲁县飞机
场村、义隆永镇义隆永村等地，感受这一变化。

““深瞳深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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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工作站是企业、科研院所和院士之间长期合作交流的平台和载体,致力于围绕核心技术和产业,引领高
新技术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特色凸显、联合共建的长效机制。

“引进一名院士,培养一批人才,壮大一个产业”。通辽市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引进高端智力，促进“产学研
用”结合，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转型提质增效提供了硬核力量，推动地方资源优势更好更快地转化为产业优势，为推
动通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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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力德院士作学术报告宝力德院士作学术报告。。

“原先就试着种了 20多亩药材，现在我把
100亩林地都套种上了。”义隆永镇义隆永村党
支部书记杨文学说，这几年村里种了2000多亩
药材，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每亩地能产近1500
斤，纯收入7000元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蝶变”，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具有奈曼地区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2018年，通辽市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
团队共建奈曼旗药材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以
内蒙古东部区大宗优势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为
核心，制定发布了内蒙古东部区优势特色药材
标准化种植技术49项。特别是，发布了中药材
防风的国际标准，实现了自治区药材国际标准
零的突破。

“从最初的110亩地到第二年的3000亩地，
再到现在的3万多亩地，公司带领周边百姓打造
了 2 个种植专业村。其中公司的种植基地有
5200亩。”奈曼旗国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国安说，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自己也从
一个种植大户成长为基地负责人。

“小缩影”助推乡村“大振兴”。在短短几年
时间里，奈曼旗中（蒙）药材种植面积从2017年
的 7.8 万亩扩大到 2022 年 20.6 万亩，翻了 2倍

多，成功获批第十批国家标准化示范区——国
家蒙中药材种植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集聚药材
种植、加工和销售的企业15家，药材产业年产值
7800多万元，成为奈曼旗五大支柱产业之一。

“奈曼旗药材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构建起
‘政府+科研院校+经营主体+基地+专家服务团’
五位一体联动的示范推广模式，‘政、产、学、研、
用’协调发展，奈曼甘草、奈曼黄芪、奈曼苦参、奈
曼桔梗、奈曼防风5个主推道地药材品种标准化
技术体系建设完成，奈曼黄芪、奈曼桔梗已经进
入‘蒙’字标认证目录，中医药（蒙医药）特色发展
优势明显，成为自治区中医（蒙医）药材高质量标
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头医学院李旻
辉教授介绍。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培养
的本地人才，也是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阿拉
善综合试验站站长，常年奔波在阿拉善、通辽、赤
峰等地，推进内蒙古中药材产业发展步伐，为国
家中药材产业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相对于其他平台而
言，院士专家工作站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可以最快地将创新科研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应用，通过成果转移转化等合作模
式，让专家们的科研攻关更加灵活、自由，更贴近
生产实际。

种药找“门道” 致富有“良方”

盛夏七月，走进通辽市开鲁县飞机场村，绿
油油的玉米整齐划一地扎根大地，宛如一幅美
丽画卷。

“ 自 从 种 上 院 士 专 家 工 作 站 培 育 的
‘TK601’玉米种子，玉米逐年增产，收入一年比
一年高。”飞机场村村民张洪亮看着长势喜人的
玉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科技创新赋能，让‘通辽黄玉米’身价不断
攀升。”通辽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白斯勤回
想，在10年前，通辽市玉米品种单一退化、更新
速度慢、耕作模式简单老化、机械化程度低、病
虫害频繁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玉米可持续生产
和产业发展。

为破解玉米产业发展瓶颈，实现科技引领
和创新驱动，2012年，通辽市引进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国玉米遗传育种学家戴景瑞及其团队共
同搭建创新型平台玉米院士专家工作站。多年
来，戴景瑞院士团队聚焦通辽市玉米产业需求，
开展重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研究以及重大新品
种的研发，培育适宜在通辽市、内蒙古东西部、
乃至东北地区推广的，具有通辽市农牧科学研
究所自主知识产权的玉米新品种。

“我们与通辽市农科院合作开展饲料玉米
研究，同时进行高产、高效、优质栽培试验研
究。”玉米院士专家工作站赵久然研究员介绍，

他们每年测试
杂交组合在 8000 份
以上，年筛选苗头杂交种
10-20 份进行高级试验或升级
自治区试验。并提供适宜当地种植
的 2-3 份优良、高产、绿色玉米杂交种
在通辽市 800万亩粮食功能区布点示范、推广
种植。

截至目前，玉米院士专家工作站承担各类科
技计划项目9项，累计获得项目经费8897万元。
成功培育出“中辽 1 号”“中辽 2 号”“TK601”

“LK91”4个玉米新品种，制定地方标准5项，对优
化通辽乃至自治区玉米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
用。其中，适宜机械化籽粒直收玉米新品种

“TK601”于2020年顺利通过国家品种委员会审
定，并已累计推广50多万亩，为实现我国玉米全
程机械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品种支撑。

良种为粮食连年丰收和农产品稳产保供提
供了重要支撑。如今，通辽市玉米种植良种覆
盖率已达到100%，“通辽黄玉米”入选全国百强
区域品牌，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试点产品。26家大型玉米精深加工
企业集聚发展，形成 13大类 200多个品种的全
株产业链，规模以上玉米深加工企业实现产值
近120亿元。

披上“科技衣” 唱起“升级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