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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基层人才发展计划，深化“千名专家服务基层”活动。
近年来，我市选派各领域科技特派员专家到基层服务，共培养
农村科技人才1300余名，带动4万多人就业，6家科技特派员专
家工作站获得备案，4家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被评定为自治区优
秀科技特派员工作站；9个旗县区共组织40多期大规模实用技
术培训班，培训2000余人；通过科技特派员开展了4000多场次
小型现场技术指导，受益农民达3万多人次，实现了农畜技术供
给与需求的靶向对接。

在耗赖山乡耗赖山村，“三区”科技人员王胜利在研发出的
“适用于四季型草莓生产发育的冷暖型大棚”中，指导草莓种植农
户种植夏季冷凉草莓。他引导创建的夏季草莓示范种植基地和
草莓苗繁育基地，抢占了夏季草莓空档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效益，为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培育了新型高效产业模式。

近年来，我市每年选派 39名农业科技人才（其中博士 13
人、硕士 9人，高级职称 34人），深入武川、清水河两个地区，进
驻服务36个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企业为依托覆盖11

个乡镇、57个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25项，培养技术骨干 92
人，培训农民800人次，为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

为有效利用驻呼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才资源，将原来科
技特派员单兵作战、单一服务的形式，改变为组团作战、全方位
服务，进而形成学科对接产业、产业带动创新、创新推动产业的
良性机制，我市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
牧业科学院建立了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莓产业科技特派员付崇毅，针对我
市草莓品种混杂且缺乏区域性特色品种、草莓种苗自给率不足
和质量不高的瓶颈问题，历时近10年时间开展自主选育和集成
创新，选育出草莓新品种4个，集成创新本土化草莓茎尖组培脱
毒苗三级繁育技术体系一套。通过与内蒙古百鲜农业有限公
司合作开展草莓茎尖组培脱毒苗三级繁育技术体系应用推广，
农户使用本地育的草莓苗每亩减少了死苗损失800至1200元，
有效助力了草莓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内蒙古科信科技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指导科信科技公
司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件，服务呼和浩特创新主体申请知
识产权100余件，指导呼和浩特11家企业开展了研发费用归集
工作。内蒙古领新科技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协助企业技术
攻关4项、梳理技术需求6项，协助企业搭建创新平台1个；内蒙
古商贸职业学院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现代服务业领域、餐
饮类企业和服装服饰企业3大类领域开展服务，服务企业达51
家……从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到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再到电
子信息技术、自动化领域到处都有着企业科技特派员们奔波忙
碌的身影，为首府企业发展壮大、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24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数量居
全区之首。入站企业科技特派员537人，累计服务企业1365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3家，高新技术企业572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571家），累计惠企政策宣讲服务企业2062家，有力助
推了我市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步伐。

以城聚人 以人强产 以产兴城

首府：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赋能添彩
●本报记者 武子暄 文/图

今年以来，围绕“强首府”工程，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深做实“科技兴蒙”行动，统筹推

进科技研发、科技平台、科技合作、科技人才“四维支撑”布局，重点推进关键技术攻关、研发投入攻坚、创

新主体倍增、开放合作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五大攻坚行动”，科技赋能“六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以城

聚人,以人强产,以产兴城,着力建设全区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交出亮眼成绩单。

一台台全球顶尖的实验设备、一项项领先的专利技术、一个个转
化应用的创新成果都令人振奋……8月初，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
部正式启用，作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枢纽，国家乳业技术创
新中心汇聚吸纳了学术界、产业界多方力量，联结“人才链”，推进产
学研合作，开展高水平协同创新。截至目前，柔性引进任发政院士、
孙宝国院士、张涌院士等10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行业专家，已吸
纳101家成员单位，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已突破多项乳品
加工及奶牛繁育等行业技术难题。

“赛科星高产奶牛性控胚胎生产技术突破了国内体外胚胎生产技术
瓶颈，提升了奶牛生产性能水平和供种能力。”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
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俊杰说。作为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成员单位，赛科星集团积极参与奶牛繁
育与养殖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围绕奶牛育种与繁
殖关键技术等方向开展科技创新与技术成果转化
应用研究，牵头研究解码了家畜干细胞诱导这一
世界级难题，取得了世界级的突破性科技成果。

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目前已经
集聚蒙草集团、中科院等47家科研优势突出
的高校院所和骨干企业。同时，通过理事会
和专家委员会，吸引了中科院南志标院士、曹
晓凤院士等 16位草业领域顶尖科学家。柔性
引进了兰州大学、中国农科院草原所高层次人才
团队 13个，联合 17家单位共建草种业创新联合体，
预计今年将直接或间接吸纳 500名以上科研人员在该中
心开展研发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组建了以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润生为核心、11位行业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集聚国内外跨学科研发团队，攻克了非洲猪瘟疫苗，已获得
授权核心专利1项，申请受理国际专利1项、受理国家发明专
利2项，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1项，申请非洲猪瘟亚单位
疫苗应急评价。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大学罗江
水研究员团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李卫教授团队合作共同实
施“‘全元素一体化液相法’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
锂”揭榜挂帅项目，攻克生产技术难题，实现磷酸铁锂锂离子
电池更大规模化应用，预计将建成 1万吨/年生产线示范基
地，年产出40亿元，利税超过3亿元。

元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罗恒教授团队合作，共同实施“厄贝沙坦氢氯噻嗪胶囊工艺提升及药
效学研究”揭榜挂帅项目，着力解决厄贝沙坦氢氯噻嗪胶与原研片剂
质量不同难以通过一致性难题。项目完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3亿
元、利润9000万元、利税6000万元，产能指标提升5%。

人才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市制定“1+6”人才政策，
打出了一系列引育人才的组合拳，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共有5家企业获批自治区
科技领军企业。2022年，呼和浩特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65家，入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413家，此外，我市积极鼓励企
业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加强与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各建站单位对接发展需求和技术
难题，向院士专家团队借力、借智，市

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表
示，下一步，我市将全力推进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设，加强各类研发
平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联合
实施重大技术攻关，形成“项目+

平台”的院士引进依托模式。

随着“科技兴蒙”行动不断深入推进，全市上下形
成以开放合作促创新、以科技创新谋发展的良好局
面。上海交通大学是“4+8+N”合作主体中的重要一
员，我市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呼和浩特科技创新中心，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引入上海交通大学20余个技术
研究团队，聚焦首府生物医药、绿色农牧等领域，我市
已联合上海交通大学重点实施了15个落地项目。

“围绕呼和浩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我们与上
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沈国清教授团队联合
攻关 2年，已通过秸秆还田、加工生物炭两个技术
方案进行攻关和试验示范，成功研发镁铁改性玉米
秸秆生物炭，并完成年产 10万吨的生物炭基掺混
肥生产线 1条。”内蒙古中孚明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娟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牵头组建秸
秆综合利用创新联合体，进一步研发系列秸秆低碳
高值化产品并进行推广示范，为农业领域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提供新路径。

作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智
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决胜“下半场”的关键，目前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
术快速发展、生态加速构建的新阶段。

2022年，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落地首府，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工
程实验室技术基础，利用自治区丰富的应用场景，
在智慧口岸建设、商用车自动驾驶、智慧干线物流
等领域展开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在校地合作
机制推动下，公司多项业务拓展均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上海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负
责人殷承良信心满满地说：“未来公司将持续释放
技术势能、产品效能及人才智能，打造跨界融合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传统优势产业，也是重点

培育产业之一。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期，上海交
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冯雁团队拟在创新
中心落地中试实验室，通过对内蒙古地区动物交易
市场、养殖场、屠宰场等重点地区和关键环节的流
调监测，以及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包虫病、
布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建立
起有效的疫情预警预报屏障。目前已实现猪蓝耳
病、猪腹泻病快检试剂研发，并完成中试生产线设
计规划。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董樊丽院长表示，
研究院将主动融入呼和浩特市发展战略，以攻克关
键技术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为目标，积极探索科技
合作新路径、协同创新新机制，为“强首府”工程提
供有力支撑。

此外，我市积极构建“一心多点”人才新格局，
建立区外“一心多点”对接承接机制，主动加强与首
都对接，通过人才交流、异地孵化等方式，将北京人
才智力资源“引流”到内蒙古。以建设呼和浩特科
创中心（北京）为抓手，依托北京中关村京蒙高科企
业大厦，搭建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和高层次人才服务
平台，打造“人才飞地”和产学研用合作交流平台，精
选重点产业科技孵化项目，成熟后在我市落地转化，
实现“研发在首都，转化在呼和浩特”。同时，支持
首府的科技企业在科创中心（北京）设立研发子公
司、校企共享实
验室、专家工
作站等“人才
飞地”，建立

“异地研发、
驻地招才、本
地转化”的协
同 创 新 模
式。

引育并重 打造高能级人才创新“聚宝盆”

开放合作 扩大科创“朋友圈”构建兴业“强磁场”

下沉一线 本土科技人才“各显神通”为基层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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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乳业六期研发大楼

金宇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查看药品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

中孚明丰与上海交大合作攻关的生物炭试验示范基地

▲内蒙古大
溪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永明
正在现场指
导检验工作

◀金宇兽用疫苗国
家工程实验室

▶“三区”科技人员王胜
利正在指导草莓种植

蒙草种质资源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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