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启

“揭榜挂帅”，
是以重大需求为
引导，以解决问题
成效为衡量标准，
以市场竞争机制
激发创新活力，调
动各方资源，培育
创新型企业和科
研院所。

“揭榜挂帅”，
是瞄准基础研究，
瞄准底层技术、颠
覆性技术，建立健
全符合基础研究
特点和规律的评
价机制，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引进具
有重大原始创新
能力的战略科学

家，对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
究的重大平台、重点机构、重点
人才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揭榜挂帅”，是破除论资
排辈“老框框”，让经过检验的
团队、领军人才有机会“揭榜”，
有机会 挂“ 帅 ”，如 让 民 营 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参与竞争，
产生鲶鱼效应，提升整体创新
活力。同时，还能让科研攻关
者保持定力，心无旁骛，放手
一搏。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推行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
目组织方式，聚焦亟需科技攻
关的关键问题，通过“企业出
题”方式，围绕种业、黄河流域
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稀土、新
能源装备、防沙治沙等重点领
域，广聚天下英才，实施 38项科
技重大示范工程，引导区内外
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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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践探索看，“揭榜挂帅”
制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把需要
攻关的科研项目张出榜来，谁有
本事谁就“揭榜”，更重要的是把
课题申报和科研奖励这两个独
立评审的问题合二为一，实现了
科研管理和科研激励的统筹融
合，带动一系列科研管理重大改
革举措破题落地。在团队遴选
方面，能以更加开放姿态选拔人
才，打破科研“小圈子”；在资源
配置方面，从学术驱动转变为需
求驱动，将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落到实处；在考核评价方面，充
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攻坚克难
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奖优罚劣，
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把
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一
些优势领域打造创新“长板”，带
动地区、省区市乃至国家创新生
态链形成良性循环。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
新力度，敢于“揭榜挂帅”，测试
出科技的含金量，露出尖端产
业的潜力值，亮出成果转化的
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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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的向日葵生产
区，也是我国向日葵种业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地。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在向日葵主产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
三瑞 9号、三瑞 11号等食葵品种成为
农民首选的“当家品种”。

今年，三瑞食葵品种已覆盖五原县
套海镇80%以上的种植面积，可有效保
障当地2.5万余亩食葵的良种供应。

“以前向日葵品种性状单一、广适
性差、育种手段落后等成为产业发展
痛点。”向日葵产业龙头企业三瑞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陈海军
介绍，2022 年，公司与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
所组成向日葵种业产学研创新联合
体，“揭榜”自治区首批种业“揭榜挂
帅”项目“向日葵种质资源创新及新品
种选育”，共同开展向日葵种质资源创
新及新品种选育技术攻关。

这些年，向日葵种业产学研创新
联合体不断将高产、优质、抗病的优良
新品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农民享受
种业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为了缩短育种进程，南繁育种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和三瑞农
科海南南繁基地，2024年度南繁育种
工作已收官。科研人员历经 4 个多
月，开展了向日葵资源材料的创新，保
持系回交不育系、常规恢复系和抗列
当恢复系选育、高代抗列当材料扩繁，
以及向日葵组合测配；对2023年选育
出的新组合、新品种进行亲本扩繁和
杂交种种子生产（制种）等工作。3月
中旬，科研人员便返回工作岗位，投身
到北方的备耕春播中。

南繁北种工作的循环接序，实现
了从研发端到生产端的无缝衔接，大
大缩短了育种进程。

内蒙古农科院作物研究所资源鉴
定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加紧考种，对南
繁材料和去年秋季收获的杂交种进行
粒长、粒宽、颜色、结实率等数据的记
录和整理。

项目首席科学家、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研究员李素萍介绍：“我们通
过对骨干亲本资源的改良和含目标
性状资源材料的创新，2022年至今共

配置了 1000 多个杂交组合，通过对
杂交种生长势、抗病性、产量、籽粒性
状等综合比较试验，优中选优，现在
已经筛选出10个杂交种，登记向日葵
杂交种5个。”

不同联合体成员单位在各自的强
势领域攻关领跑，加速了向日葵种业
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的突破，促进了科技成果与产业
需求的深度融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队承担着国
家在杨凌布局的向日葵综合试验站的
研究工作，在基因定位和克隆、作物重
要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油脂等品质
性状研究领域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此
次创新联合体项目的科研攻关方向
上，就侧重于品种耐储藏及香味资源
的挖掘和利用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承担着
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中向日葵
病害岗位的研究工作，建立了成熟的
抗菌核病、抗列当、抗黄萎病等评价鉴
定体系，在创新联合体项目科研攻关
方向上就侧重于品种抗病性的研究。

截至 2024 年，项目已收集资源
165 份，鉴定出耐菌核病资源 44 份、
抗列当野生资源25份、抗黄萎病资源
7 份、高油酸资源 15 份，引进抗除草
剂供体资源 1份；开发抗列当 E、F、G
生理小种相应的分子标记 5个，转育
抗列当核心亲本 5份；建立了向日葵
菌核病抗性鉴定方法以及评价体系、
高油酸材料的基因诊断检测方法；开
展了高代不育系、恢复系的培育，食
葵杂交组合测配、组合比较试验、多
点试验、DUS（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测试等工作；建立了亲本繁育基
地和杂交种生产基地，推广食葵新品
种 10万余亩，亩增产 8.5%，增收 230
元/亩。

“今年，创新联合体将继续围绕国
内外向日葵种质资源的收集与鉴定、
优异种质资源筛选、构建抗菌核病分
离群体、鉴定香味基因、培育优良亲本
材料、测配杂交组合、组合比较试验等
方面开展科研工作，同时开展食用向
日葵基因组研究和表型性状的鉴定和
数据收集。”李素萍透露，创新联合体
与洽洽食品公司就食用向日葵杂交种
开发利用和研发签署了合作协议。

“当家种”打牢“丰产基”

通辽市甘旗卡镇中心学校
鼓励教师结合专业特长，积极
开展科技类课后服务，按照一
二年级每周1节科学课，三至六
年级每周 2节科学课的课程标
准进行教学，并通过校园科技
节、科普开放日、大篷车进校园
等开展科学实践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创
新、在创新中成长”。

2021 年以来，该校先后荣
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学校称号；
2 个科技体验小组获得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优秀学生小
组称号；科学微电影《每株植物
都是一个空调》获内蒙古自治
区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小学组一
等奖。

周亚军 李琳 摄

在创新中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水平。

2022年，内蒙古发布首批14个种业振兴“揭榜挂帅”项目。2年来，项目进展
如何？取得哪些重大创新和突破？

思享

“国家开展草畜平衡工作后，我就将饲养
多年的本地羊全部换成了多羔湖羊进行舍饲
养殖，每只羊净收益达 2000元，去年收益近
10万元。”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养
殖户刘宇笑着告诉记者，多羔湖羊生长发育
快，母羊可实现13个月2产，每产平均3只羊
羔，不仅减少了基础母羊的饲养数量，还能缓
解牧草消耗的压力。

“乡村振兴就是要改变以往的传统模式，
逐步向现代化、科学化、生态化、创新化转变，
只要握紧畜牧良种的‘金钥匙’，就能带动更多
的养殖户开启由传统养殖向现代化养殖转型
的致富路。”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刘学文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022年，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
共同“揭榜”自治区“揭榜挂帅”项目“高寒旱
地区湖羊引进及本土化选育关键技术研究示
范”，项目针对引进湖羊在我区高寒地区繁殖
率和成活率低的瓶颈问题，围绕湖羊在北方
高寒旱地区的适应性、生长发育及繁殖特性、
湖羊的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等方面开展联合
技术攻关。

经过 2年多的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效。目前，项目共组建抗寒湖羊育种核心群
3000只，完成生产性能测定1000只，抽取基
因测定血样500份；同步制定不同生理时期饲
养管理方案和疫病防控方案，完成湖羊生理生
化指标检测和适应性机理研究；建立了1套优

质湖羊三级繁育体系；挖掘湖羊新品系繁殖及
生长发育关键调控基因15个；核心群基础母
羊繁殖率≥280%，羔羊成活率≥90%；平均日
增重≥230g。

这些“数字”，帮助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攻克了高寒旱地区湖羊引进及
本土化选育关键技术研究与信息采集、种质
创新与利用等方面的困难与技术瓶颈。

这些“数字”，推动内蒙古养殖户逐步形
成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助力内蒙古
肉羊产业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生产方式
从牧区放牧向农区舍饲方向转变，畜牧业的
养殖模式正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科研的脚步仍在进行。羊场调研、数据
统计、性能测定……这几天，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研究员何小龙一行终于做好充足准
备，将于4月 18日赶赴兴安盟扎赉特旗内蒙
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针对湖羊在
北方地区繁殖率下降和体型小的问题，打算
再引进一批湖羊，从生理生化和肠道菌群变
化规律入手，研究湖羊在北方高寒地区的适
应性。

“这个季节气候温暖，是湖羊引进后观察
它身体免疫和生理生化指标变化的最佳时
期。”何小龙说，6年前，他联合内蒙古杜美牧
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江浙一带将湖羊引进
兴安盟，选育适合我区气候特征的湖羊抗寒
新品系，助力我区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
续发展。

“金钥匙”打开“致富门”

学生们参加科学实践活动学生们参加科学实践活动。。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近日，自治区科技
厅组织专家对自治区首批草种业科技创新重
大示范工程4个“揭榜挂帅”项目开展监督检
查，检查结果显示，项目在苜蓿、羊草、冰草等
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重要乡土草选育及
新品种示范推广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由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揭榜”
承担的“羊草和冰草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技
术研究”项目针对野生羊草普遍存在抽穗率
低、结实率低、发芽率低的“三低”性状，审定

“中草26号”“中草27号”羊草新品种2个，种
子产量平均提高 20%以上，草产量平均
500kg/亩以上，解决了制约羊草扩繁的“三
低问题”；通过航天、人工诱变选育冰草新品
系1个，建立羊草、冰草高效组培及遗传转化
技术体系；建成原种田 1500亩，推广示范种
植羊草6万亩，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羊草产业
发展规划（2023—2030）》落地。

“揭榜挂帅”制度的实施，有效破除我区
人才资源不足、企业创新活力不强、创新供需
对接不畅的实际需要，创新潜能加速释放，创
新发展迎来“满园春色”。

3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与包头市加快同城

化发展推进校企科技成果转化暨大学生就业
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在主场活动中，内蒙古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大
学等合作的“鲜奶品质提升加工关键技术创新
与应用”、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和内蒙古
百年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的“动物
mRNA疫苗递送系统的筛选”等12个呼和浩
特市的“揭榜挂帅”重大科技项目启动。

赤峰市积极引导创新主体充分发挥作
用，推动创新联合体建设，目前，共备案自治
区级创新联合体8个，市级创新联合体22个；
承担自治区“揭榜挂帅”项目 3项，争取专项
资金 3500 万元，引导企业投入研发资金
8200万元。

各盟市聚焦重点产业所面临的关键核
心技术问题，通过公开发榜等形式，由区内
外高校院所、科技型企业或创新联合体进行

“揭榜”攻关，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躬耕不辍，攻坚不止。伴随着春耕的深
入推进，内蒙古今年的“揭榜挂帅”工作已经
启动，科研人员们摩拳擦掌，准备一展身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制度孕育“满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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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李素萍研究员李素萍（（中中））在南繁基地进行田间调研在南繁基地进行田间调研。。

研究员何小龙给羊采血研究员何小龙给羊采血，，做多羔基因检测做多羔基因检测。。

学生们正在上科学课学生们正在上科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