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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科创，聚才汇智，共谋发展。3月23日，“呼和浩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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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举行，两市将在科技、

人才领域携手前行。揭榜挂帅迸发创新活力，相向而行共享发展成果，呼包两市将通过打破地域壁垒、共享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优化人才布局新方式，推动

区域科创水平迈上新台阶。日前，本报记者就两市加快同城化发展采访了我市部分委办局，听他们讲述如何倾力奏响协同发展“最强音”。

呼和浩特：相向而行奏响协同发展“最强音”

“2022年以来，我局深入实施‘十万大学
生留呼工程’，全面开展‘五万大学生留呼专
项行动’，留呼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共吸引 8.37万名大学生留呼创业就
业，仅 2023 年一年留呼大学生人数就达到
5.2万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
记、局长宝力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宝力高向记者介绍：“市人社局持续在
政策扶持、拓宽渠道、强化服务上齐发力，贯
彻落实《引人留人 18条措施》《支持‘六大产
业集群’技能人才培养若干措施》，持续推进
租购房补贴、‘六大产业集群’企业新引进硕
博研究生一次性人才奖励等政策落地见效；
采用先进技术推介、提供岗位，建设全区首

家直播带岗基地，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企业
和事业单位人才需求，在北京、上海等地举
办引才纳智推荐会、招聘会；建设人才数据
库，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投入建设
厅市共建智慧就业服务云平台，全方位、全
周期打造公共就业一体化服务体系。”

如今，肩负推进呼包同城化发展的重任，

宝力高表示：“一方面，我们将与包头市加强
区域协同和增加联合招聘频次，促进两地人
才交流，助推两市加快同城化发展。另一方
面，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拓宽
就业创业渠道、优化提升人才服务质效，努力
做好引才留才的‘后半篇’文章，争取让更多
的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下、有发展。”

做好人才“引留用”激活双城发展新动能
——访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宝力高

“近年来，呼包两市在教育领域一直
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致力
于 科 创 人 才 培 养 ，在 师 德 建 设 、课 堂 教
学、校本教研、课题研究等各方面实现共
建共享。”呼和浩特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专
职副书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党组成员
高俊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高俊娟表示，一直以来，呼和浩特市
教育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聚力培育首

府“六大产业集群”技能人才，各职业院
校共开设 12 大类 62 个专业，校企合作企
业近 150 家，开展“工匠班”“订单班”培养
超过 1000 人。并立足首府区位优势，推
出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依托人才链
壮大产业链的系列举措，组建赛罕区“五
万产业工人留呼工程”政校企媒产教融
合共同体，共有 36 家政府单位、7 家高等
院校、7 家高职院校、10 家中职学校、63

家企业、15 家媒体达成合作意向，把职业
院校建设成首府企业人才培养的“试验
田”“转化器”，实现产业和人才“双向奔
赴”。

同时，积极探索推进科教融汇，截至
目前，呼和浩特市高职院校拥有有效专
利 107 项，其中发明专利共计 3 项、实用
新 型 专 利 94 项 、外 观 专 利 10 项 。 2023
年，全市高职院校教师与企事业单位共

签 订 横 向 课 题 14 项 ，签 订 合 同 金 额 达
106.65 万元，涉及新能源、化工、新材料、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方向。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将以此
系列活动为契机，聚焦‘六大产业集群’
发展方向，共建互通平台，积极推进科教
融汇，持续促进科创成果转化力度，为自
治区‘闯新路、进中游’，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力量。”高俊娟说。

推进科教融汇助力职教高质量发展
——访呼和浩特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高俊娟

“我们将以加快工业领域科技创新为重
要抓手，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塑造首
府发展新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月
23日，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迟
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迟涛表示，在推动大学生就业方面，呼

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要从搭平台、扩
岗位、稳就业三个方面入手，积极搭建企业
和学校之间的对接平台，力促高校毕业生与
企业双向奔赴。在企业服务平台中增设“找
用工”专区，供企业免费发布用工信息，为企
业与大学毕业生牵线搭桥。计划三年内吸
引投资制造业项目200个以上，推动阿特斯、

合盛硅业等大型工业企业尽快建成投产，新
增就业 4.5万人以上，为广大毕业生就业提
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在呼包同城化发展
方面，呼包鄂光伏制造集群正在申报国家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着力打造更多互补
的产业体系，如推动包头的碳纤维原料在位
于呼市的航天科工六院等新材料企业进行

应用、依托和林格尔新区算力产业优势助力
包头市工业领域两化融合等。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将进一步发挥呼和浩特的产业、经济、金融、
文化的聚集优势，强化两地多领域、大范围
的合作，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贡献首府力
量。”迟涛说。

强化工业领域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起势
——访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迟涛

“呼包同城化发展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赋
予两个地区的重要使命，呼包两市正在加速
推动合作模式，本次活动是呼包同城化发展
2024年共同推进合作事项之一，为两市企业、
高校院所深度交流，开展产学研合作和科技
成果转化，搭建了良好的对接平台，对两市创
新主体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市发改委党

组书记、主任伊德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伊德尔介绍说，市发改委作为全市经济

综合部门，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快
实现两市协同联动发展。截至目前，呼包同
城化发展《2024年重点推进事项清单》中 12
个方面 30项重点事项全部启动实施，其中 4
项已经完成，26项取得阶段性成果。

呼和浩特市与包头市签署加快同城化发
展协议以来，两市发改委携手前行，签署了

《产业合作领域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共同
在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乳业、大数据、生物
医药、现代化工等领域组建若干产业联盟，在
产业聚焦强链补链固链延链上下功夫，着力
在实现两市协同发展上实现新的突破。

伊德尔说：“市发改委将加快完善《呼和
浩特市 包头市加快同城化发展工作机制》，
出台‘清单+台账’管理机制，制定时间表、任
务书、路线图，确保干一件成一件，持续打造
2+4政策矩阵，积极推进政策落地，加紧推动

‘强首府’工程提档升级，多维度、多平台支
持呼包同城化发展。”

组建产业联盟实现同城化发展新突破
——访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伊德尔

“通过呼包两市创新资源的互联互通，企
业需求的相互补位，将对呼和浩特市打造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核心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这次
活动为契机，更大力度推进招才引智工作，培
育科技产业，把我市的‘六大产业集群’持续
做大做强。”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李孔燕说，围绕落实呼包两市加快同城

化发展的统一部署，全市科技系统主要将从
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持续将高校院所
的新技术、新成果嫁接到产业和产业链上，通
过先进技术成果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
系；另一方面，搭建更广更深层次的校企协同
路演成果对接转化平台，持续将驻呼高校、全
国的高校甚至海外的先进资源，以路演的形
式，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手牵起来，精准转化

一批先进技术成果，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培
育呼包两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同城化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一体
化布局和产业链高效协同，“目前，呼市已经
培育了科技领军企业 32家、企业研发中心
370家。今后，两市的企业将会形成手拉手
的联合发展态势，共同围绕企业上下游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携手助力提升自
治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李孔燕说。

李孔燕表示，下一步，我市将依托科技
综合服务总窗口，建好用好“蒙科聚”创新平
台，推进呼包两市共同开展高校协同创新路
演，通过线上线下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资金链、信息链“五链融合”一体化服务，
对企业需求、高校成果实现快速精准的对
接，把全国全球创新资源有效嫁接到呼包两
市的企业，更快速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产业的科技含量。

加大招才引智力度 做大做强科技产业
——访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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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访见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