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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蒙古科协举办了全区科技小院培训交流活动。期间，与会人员
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不断提升科技小院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从而赋能
乡村振兴。

科技小院赋能乡村振兴

与会人员在中国敕勒川农业博览园学习无土栽培技术。 陈熠北 摄

与会人员在内蒙古圣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学习大豆深加工技术。
陈熠北 摄

多年来，科研院所、高校无法自主决定其持有的科技成果何
去何从，相关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置审批手续繁琐，成果转化收
益须上交导致无法反哺后续科研……制度藩篱让不少源头创新
的“成果”变成“陈果”，转化“无门”，让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大
打折扣。

内蒙古从政策驱动构建创新生态，加速市场与政策相结
合，出台8项具体政策措施，聚合形成“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

“政策包”，实打实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2020年起，内蒙古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截至目前，第一批试点单位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有120多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实现有效转化。

8月9日，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和内蒙古禾
兴农牧业公司达成科技成果转化协议，转化金额50万元。

在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垄垄植
株郁郁葱葱，100多亩连片种植的辣椒喜获丰收，进入采摘期。
内蒙古禾兴农牧业公司副总经理辛俊杰介绍：“这些辣椒是内蒙
古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刚团队和我们公司
合作选育的新品种‘北星六号’。它的产量要比其他品种的辣椒
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还要加大种植面积。”

杨志刚说：“赋权改革后，我们科研人员有了对科研成果转

移转化更大的自主权。我们可以直接和企业进行对接，而且成
果转化收益的80%归科研团队所有。目前，‘北星六号’得到大
面积推广，获得了农户、种植企业的普遍认可。”

制度障碍破除后，内蒙古各地陆续出台激励性、优惠性和推
动性政策，成果转化链条的堵点在改革实践中逐步打通，科研人
员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得到极大激发。

2023年以来，包头市政府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科技
成果转化激励若干措施》《包头市价值化导向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机制运行管理办法》，在全市科研单位全面推行科研成果所有
权、使用权、处置权“三权”改革，建立了登记管理和交易公示制
度、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容错免责机制、包容监管机制，推动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双向奔赴”。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宋希文、包金小科研团队的“彩色稀
土陶瓷粉体制备技术”“热障涂层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集成”等
专利，在内蒙古晶陶锆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转化，科研人员实现
了“名利双收”。

今年，自治区第二批赋权改革试点单位的数量有所增
加——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交大内蒙
古研究院等高校、科研院所位列其中，助力内蒙古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形成突飞猛进之势。

不久前，在“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的助力下，巴彦淖尔市
科技局、乌拉特前旗农牧和科技局组织的“多金属找矿关键技
术”成果转化签约仪式暨成果转化座谈交流会在乌拉特前旗
举行。

会上，内蒙古工业大学与乌拉特前旗弘山矿业公司签订
成果转化合作协议。此次合作通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为矿
产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如今，双向奔赴、同向发力的“联姻”氛围愈发浓厚。
9月 2日，2024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内蒙古“蒙科聚”

站）暨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年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内蒙古
作为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年会轮值省市，开展火炬科技成果
直通车活动并同步召开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年会，成为我区
开展跨区域协同创新合作，全面对接京津冀等地区创新资源
的重要探索。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山东等环渤海区域科
技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科技金融
机构等共聚一堂，推进环渤海区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山西和内蒙古同属于低阶煤含量较高、盐碱地较多的地
区，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有效实现盐碱地的改良，增加盐碱地
收益。”前来参会的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质量检测中心
主任张彩凤在会上分享“低阶煤制备功能性碳材料以及在盐
碱地改良中的应用技术成果”时介绍，该中心有16项专利，能

让植物的种子在盐碱土里生根发芽，确保一亩盐碱地的收入
至少达到1500元。

当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圆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针对选
矿试验攻关寻求技术支持，与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等科研院
所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为后续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内蒙古广阔的应用场景，爱搏特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明旺带来了新能源车线控底盘人工智能AI关键核
心技术。他认为：“活动综合了各方创新资源，有助于公司的
技术之‘花’在市场中结‘果’。”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作为环渤海地区内陆合作的战略中心
城市，“十四五”期间，与环渤海区域城市共合作实施了352个项
目。特别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呼和浩特研究中心落地
后，呼和浩特市已实施京蒙协作成果转化项目67项。今年，呼
和浩特市与北京地区开展市级科技合作项目15项。其中，围绕
工业软件开发、绿电消纳、动物疫苗、苜蓿品种选育等研究方向，
支持中科沣文（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联合呼和浩特市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10项。

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年会科技成果转化持续进行，内蒙
古蒙科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征集的162项科技成果分类、分
批在“蒙科聚”技术产权交易平台进行规范挂牌，并主动对接
项目对口的科技园区、产业部门、龙头企业和投资机构，推动
科技成果投向市场的“怀抱”。

制度松绑 激荡“源头活水”

跨界“联姻” 迸发创新能量

蓬勃涌现的科技成果，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源头。如何
找到催生未来产业的优质科技成果？如何培育好科技成果的

“种子”，让其长成“参天大树”？
当前，内蒙古正以科技“突围”工程为主抓手，集中资源力

量推进科技创新。
“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聚焦“科技突围”工程，落实“1+

15+27科创服务体系”，坚持“走出去”发现好技术、好项目，让
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在内蒙古开花结果。

自治区科技“突围”稀土点位项目，链接中科院院士蒋成保
等31个国内外技术团队，建设全球首台套“钕铁硼磁体粘结工
艺与烧结工艺融合制造”等12条示范线，拟突破高超音 速航空
飞行器精确控制、航天器核反应堆稳定供电、航海用高灵敏度声
呐和高能激光装备制造等技术，实现关键材料、工艺和装备自主
可控，形成新增产值15亿元以上、带动相关产业产值100亿元
以上。不到半年时间，已有“稀土彩色墨水屏产业化”等4个项
目完成技术研发，并启动中试线设计和设备选型工作。

日前，“通辽地区6种道地药材生态适宜性及品质区划研
究”项目启动。项目启动会上，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梁旭滨表示：“作为主管部门要做好管理服务工作，继续支持
通辽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发挥特色优势，在中蒙药材种植科

技创新领域出成绩、建新功。”
该项目由通辽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牵头，联合内蒙古民族

大学蒙医药学院、通辽市中药产业研究中心、辽宁中医药大学药
学院等单位合作实施。项目将应用多种现代分析技术，研究甘
草、苦参、苍术、防风、黄芩、黄芪的生态适宜性，并基于化学成分
含量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开展药材品质
区划研究，为6种药材在通辽市高质量种植选区和标准化、规范
化、规模化、集约化推广种植提供实践支撑和理论依据。

今年4月，全区首家科技金融工作站在“蒙科聚”创新驱动
平台总窗口正式挂牌成立后，开展的金融产品发布、企业融资
需求征集、项目路演、融资对接等一系列活动，为科技企业提
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融资解决方案。目前，该工作站为正耐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怀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0余家
科技企业累计授信投放贷款13亿元，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的
资金压力。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从各级政府到各产
业领域，从区内外高校到金融机构，不同领域正共同发力形成
优质转化生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让科技价值在经济主战场中
熠熠生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共同发力 探索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从“闭门造车”到瞄准市场需求、产业痛点，从论文专利被“束之高阁”到多种转化形式灵活
并存，从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到产学研深度融合……近年来，为了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
颈，国家、内蒙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打造全流程、全方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让创新主体的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顺畅。

□风启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要素。

当前，内蒙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以科技“突围”工程为主抓
手，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集中资源力量推
进科技创新，凝心聚力闯新路、进中游。

显而易见，塑强新兴产业新动能，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
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
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聚焦
科技成果的资本化、产业化、国际化，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让国内外把目光聚焦到内蒙古、把创新资源投
向内蒙古、把科技成果落地内蒙古，为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
线贡献科技创新力量。

实践证明，塑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大力培育领军企业
家和科学家，培育大批科技创新团队和卓越工程师。要完善科
技人才和产业人才交流互动的发展通道，突出创新导向的科技
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打
破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壁垒，设置科技产业复合型人才培育体
系，改革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
养高水平、多层次复合型人才，推动科技人才与产业人才交流
互通，筑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基。

创新有活力，发展有动力。内蒙古矢志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全力护航“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让创新有活力发展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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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金小（左一）与科研团队成员正在分析实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