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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

今年以来，赤峰市科协紧
扣“助力乡村科教 追梦科学
之光”主题，采取校内校外相
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持续
深入全市乡村中小学校开展
以科普讲座、科技实践、科学
实验秀、参与体验为主要内容
的科创活动，推动建设高质量
乡村青少年科普服务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

王新刚 张信雪 摄

追梦科学

□辛倬语

科 技 创 新 是 发 展 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
是长期制约内蒙古现代
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建设，
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
的短板。内蒙古探索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加
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实践路径，最关键的
环节就是要在科技创新
方面有所突破，要在科技
创新成果应用于现代化
生产体系的体制机制上
有所引领。实施科技“突
围”工程，不仅有助于为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持续
注入强劲的新动能，同时
也有利于实现内蒙古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的全面提升，推动
内 蒙 古 现 代 化 建 设 迈 上
新的台阶。

内 蒙 古 通 过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和
人才强区战略，在应用数
智 技 术 等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改 造 提 升 传 统 产 业 方 面
成效显著，在稀土 、半导
体硅材料、负极材料等新
材料，储能 、特高压直流
外 送 等 新 能 源 关 键 技 术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有力支撑了内
蒙 古 特 色 优 势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建
设。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日趋完善，内蒙
古持续释放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
新活力和潜力，为科技“突围”工程
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体制机制、人
力资源和创新平台等基础。推动科
技“突围”工程的实施，最终取得突
围成功的态势和成效，在具体工作
中还需要注意做好以下三点：

第 一 ，坚 持 系 统 观 念 ，统 筹 兼
顾。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
高 端 生 产 要 素 配 置 中 的 角 色 与 定
位，在充分激发公立科技创新机构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要将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重点投向科技创
新企业和商业化科创实体；兼顾好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对于新型生产
关系的要求与目标，深入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政府的人力资源、政
策资源应用质量与效益，激励社会
资源投入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第 二 ，坚 持 因 地 制 宜 ，开 放 合
作。充分利用好国内发达地区的资
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高端生产要
素，利用好国内发达地区先进城市科
技创新资源集聚、科技创新人才集
聚、世界科技信息集聚等优势，加强
对区外创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畅通
对区外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渠道，形成区内外创新主
体协同联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

第 三 ，坚 持 精 准 施 策 ，深 化 改
革。全面摸排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堵点难点卡点，以逐项打通堵点、
解决难点、消除卡点为目标锐意改
革，以取得科技“突围”显著成效为
评价标准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促进
人才、资本、土地、知识、技术、信息
等先进生产要素配置到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领域。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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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科教,追梦科学之光—科技教育乡村行”主题安全教育课进校园活动中，赤峰市
阿旗科协“科学普及”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机器人表演点燃了孩子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探索兴趣。“助力乡村科教 追梦科学之光”航天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中，赤峰小博士创客中心教师张平洋（左一）

在赤峰蒙古族实验小学和学生进行“泡泡秀”互动。

“内蒙古要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开辟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培育新
动能，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为
全区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加力、赋能。”在主题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内蒙古发展改
革论坛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

从广袤原野到繁华都市，从生产车间到研发场
所，勇往直前的内蒙古，摆脱大投入、高能耗的传统增
长方式，处处涌动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

““深瞳深瞳””

发展出题目，科技做文章。
长期以来，我国对石油高度依

赖，而液体燃料供应相对匮乏。
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来制取
绿氢，并使其与二氧化碳反应生
成液态阳光甲醇，这不仅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高效途径，更是推
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举措。

针对风光发电制氢存在不稳
定性、电解水槽电解效率较低、功
率可调范围受限、绿氢成本过高
以及工业化推广滞后等一系列问
题，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华陆
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科研院
所和企业携手合作，共同组建二
氧化碳加绿氢制甲醇技术开发与
示范创新联合体，并开展大规模
风光制氢技术联合攻关。

这一项目被列为自治区“双
碳”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
挂帅”项目。

最近，项目取得阶段性突破——
项目采用华北电力设计院研发
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系统
集 成 技 术 ，已 成 功 获 取 关 键 参
数，并通过集成技术进行 8760 小
时生产模拟表明，能够满足绿氢
用量、供氢稳定性、连续生产等
要求，并优化得出风电装机、光伏
装机、电解槽容量、储氢容量等系
统最优配置。

这一成果，再次印证：一个人
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
是乘法。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李灿院士团队合作，运用
液态阳光技术工艺，顺利达成太
阳能、水和二氧化碳向液体燃料

甲醇的成功转化，同时有力地促
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二氧
化碳的减排。

“液态阳光，是一种借助太阳
能作为动力源，以水和二氧化碳为
原材料，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甲
醇，以替代化石能源，实现绿色、可
持续的循环发展模式。”中煤鄂尔
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包宝青解释说，液态阳光技术能
够解决风电、光伏等间歇性能源的
大规模储能以及调峰问题，实现对
可再生能源高效消纳，避免出现弃
风、弃光的现象。同时，甲醇作为
氢能载体，能够解决氢能储存和运
输过程中安全及成本问题。而且，
甲醇还能将二氧化碳进行资源化
利用，攻克工业领域中刚性排放二
氧化碳这一棘手难题。通过规模
化生产液态阳光甲醇，不仅可以兼
顾经济发展，还能够实现资源的变
废为宝，同时缓解我国液态燃料短
缺困境。

在此基础上，创新联合体共
同研发了风光制氢合成甲醇一体
化智慧管控技术，通过对风光发
电、制储氢、合成甲醇等独立系统
进行一体化协调控制，借助生产
趋势预测、智能决策、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成功地
将不稳定风光资源转化为稳定液
态阳光甲醇生产，有力保障整个
项目安全、稳定且高效地运行。

另外，创新联合体还成功研
发出催化剂成型技术，对循环工
艺进行优化，为反应器设计提供
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验支撑。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
也。看今日内蒙古，扭住创新“牛
鼻子”，厚植发展“绿底色”，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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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耕前夕，通辽市科左中旗利用
海智专家团队成员、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畜牧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种养结合
重点实验室冯艳忠博士无偿捐赠 125
公斤发酵菌剂，用于改善土壤条件。

日前，海智专家、比利时金海农业
集团总裁、安徽大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
长高继明来到奈曼旗明仁苏木巴日嘎
斯台嘎查、斯布呼勒敖包嘎查，为农牧
民带来了综合治理沙地、盐碱地的有效
方法。

近年来，通辽市连续开展“海智专
家通辽行”系列活动，柔性引进农牧
业、生态环保、生物科技等领域院士专
家、教授等 15 人次，建立海智专家工
作站 4 处，并联合山东济南大学成立
济大—汉恩生物产业研究院，有效促
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擘画共同繁荣
发展新前景。

这几日，通辽市库伦旗科普专家团
成员李杰的身影穿梭在茫汗苏木奈林
塔拉嘎查、额勒顺镇乌旦塔拉嘎查和先
进苏木库力吐村 3个嘎查村，为养殖户
讲解疾病防控、低成本高效养殖、科学
搭配饲草料等方面的知识，帮助他们减
少动物疫病带来的损失。通辽市创新
实施“科技工作者服务基层，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1+3”工作，由 1 名科技工
作者对接服务 3个嘎查村，为农牧民提
供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服务，帮助基
层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截至目前，通辽市 34 名科技工作
者已对接服务 100 个嘎查村，充分利
用春耕备耕关键时期，深入田间地头
组织开展了 109 场次实用技术培训和
现场技术指导活动，面对面服务 4300
余户农牧民。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重
视创新，更要重视产业化落地。

走进包头铝业华云三期项目施工
现场，工程车辆来往穿梭，起重机正
在吊装设备材料，工人师傅们铆足干
劲赶进度，钢架运送、测量、焊接，各
个环节有条不紊，现场到处是争分夺
秒、加快建设的繁忙景象。

项目将采用世界领先的 600kA
大型预焙电解槽技术，是包铝建厂以
来最大的电解系列，同时也是当前铝
行业最先进的电解铝系列。项目建
成后实现“经济技术指标最优、数智
化程度最高、劳动生产率最高、建设
投资最省、生产最具市场竞争力”目
标，生产高品质绿色低碳铝合金系列
产品。

向“新”而行

日前，由蒙牛集团旗下内蒙古蒙
牛奶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牛
奶酪）牵头实施的呼和浩特市 2023 年
首批“揭榜挂帅”重大科技项目乳脂肪
深加工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取得阶段
性进展。

凭借项目产出的突破性技术，蒙牛
奶酪近期将投产一个乳脂深加工产业
化示范基地，规划产品包括高端稀奶油
产品、功能性脂肪球膜蛋白等产品，标
志着公司在乳脂肪深加工领域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国内市场对稀奶油、乳脂功能性物
质等高价值乳制品需求呈现持续增长
态势。然而，由于乳脂肪深加工关键
技术缺失，我国乳制品行业在高端市
场上面临着巨大挑战，产品需求高度
依赖进口。这种现状不仅限制国内乳
制品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也制约了食
品、保健品等相关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蒙牛奶酪项目负责人宗学醒说，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蒙牛奶酪作为“揭
榜挂帅”项目的出题方，积极与江南大
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共同组建创

新联合体，针对乳脂肪深加工产业链
中的长保质期稀奶油稳定性欠佳、缺
乏核心技术、酪乳（黄油的副产品）中
脂肪球膜蛋白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以
及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关键技
术难题进行联合攻关。

在研发过程中，江南大学科研团队
巧妙地构建起 AI神经网络模型，极大
地提升了产品技术的迭代速率，从而得
以迅速攻克高端稀奶油产品稳定性这
一至关重要的技术难题，并且其成果已
经开始付诸应用与转化。

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团队通过引入
纳米磁珠富集及脉冲电场处理技术，提
高了酪乳中脂肪球膜蛋白的回收率。

创新联合体汇聚了院校企业 30多
位高层次人才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研
发。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取得显著成
果，成功获得 3项专利授权，并有 10余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推动上下游行业进行多元化创
新，催生出众多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
代表性原创成果。”宗学醒表示，蒙牛奶
酪将持续与产业链合作伙伴携手共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

以“质”致远

防疫员防疫员（（右右））为那仁满都拉家的牛灌服布病防疫药为那仁满都拉家的牛灌服布病防疫药。。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