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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开发出基于相分
离阻光机理的乳品用高性能包装材料，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解决了PET（常用食品饮料包装材料）包
装应用的关键“卡脖子”问题。目前，项目成果已经
开展商业转化，逐步应用于PET标签及瓶子。

如今，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已经拥有4个研究
中心、3个服务平台、100多家成员单位、10多位两院
院士、100多位高级行业专家、1000多位核心科研人员
和超过 5000人的全产业链创新队伍，已累计开展 145
项科研项目。

“我们科研团队突破了优质饲草选育、高效提取β-
酪蛋白、制备功能性乳肽、包埋稳定DHA和EPA等一系
列关键瓶颈技术，培育的荷斯坦种公牛包揽国内在美注
册公牛前 8名，培育的种公牛 291HO22027按同期美国
基因组排名数据排序可达到第35名、国内在美注册公牛
排名第一。”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何剑告诉记
者，中心将充分发挥产业优势，聚焦奶牛种源多样化、适
合我国国情的奶牛饲喂方案、关键原料制备技术产业化、
乳品加工装备等方面的技术难题，逐个突破。

依托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呼和浩特市人才集
聚效应不断凸显。目前全市拥有创新平台 735个，其中国
家级 33个、自治区级 404个、市级 298个，依托各类平台聚
才育才，引进高端人才担任领衔专家，开展科技攻关。在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领域，呼和浩特市建成全国唯一的国家级
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攻克了家畜干细胞诱导等世界性难题；
在生物医药领域，自治区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组织开展非
洲猪瘟疫苗研发等技术难题攻关工作，取得多项成果。目
前，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已建立 14家院士工作站，引育高层
次人才 500余名。全市现有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41家，居
全区第一。

在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保灵）实验
室内，研发平台总监李劼博士带领着团队正加紧研发治疗牛主
要致病菌的长效核酸制剂。李劼曾在全球兽医学科排名第二
的康奈尔大学就职，在美国期间就与金宇保灵共同开展项目合
作。2022年他选择归国，入职金宇保灵。

金宇保灵是首府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链主企业。“金宇保灵
作为国内动保行业的领军企业，科研基础雄厚，人才结构合理，
给了我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舞台。”李劼表示，选择金宇保灵除了企
业具有较强科研硬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呼和浩特市以打造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创新的举措，推出多条
吸引人才的利好政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呼和浩特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科技人才，加大引
进培养支持力度，让有创新意愿、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享受奖补政
策，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孔燕说。

当前，呼和浩特市先后建成了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实验
室、新型研发机构等800余个人才科创平台。今年，我市实施重点项
目 1100个以上，投资 1500亿元以上。依托这些重点创新平台项目，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引进产业急需紧缺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500余
人，长期开展合作的国家高层次人才27人，入选地方高层次人才“草
原英才”139名个人、60个团队，而这些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培养，将在
首府布局未来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成为强有力的支撑。

4月8日，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EPC建设项目开工。为抢占未
来产业新赛道，呼和浩特市将聚力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聚焦国家、自
治区战略需求，围绕芯片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储能等前沿领域提前布
局建设一批企业研发中心，加快推进各类创新研发机构建设。全力争
创国家级草种业、动物疫苗、半导体硅材料等科技创新中心，加快中国农
科院农牧业技术创新中心、中石化新能源北方研究中心、航天科工研究
院科创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引进更多企业总部、研发总部落户呼和浩
特市。

好风正劲，未来可期。科技创新，正助力呼和浩特产业一日千里，迈
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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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工程重点项目——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数据中心3月18日开工建设；

伴随着生产设备的轰鸣声，一粒粒绿豆大小的颗粒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内蒙古鑫环硅能科技有

限公司10万吨颗粒硅生产线一派忙碌景象；

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部乳品工艺实验室，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

家、伊利集团全球创新中心科学研究总监王彩云正和团队成员开展新一轮乳业核心技术攻坚；

……

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挥洒汗水；车间内，各类产品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输出；实验室里，科研人员

凝神静气，专注研发……首府立足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精准发力、全面布局，持续推动延链补链以壮大产

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打造新质生产力。

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创中心智能装备研究院，导
师正在为学生讲解固定翼无人机的总体布局及起落
架结构设计的内容。该机型是研究院自主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的第一架轻型侦察巡检机，除具备较长
续航时间外，还可进行区域数据采集、交通引导以及
复杂地形的快速侦察。

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创中心智能装备研究院院长
高云峰介绍：“我们瞄准内蒙古的绿电资源，随着新能
源企业装机容量的增大，后市场运维需求也会越来越
多，我们组建了国内首支新能源后市场运维科研团
队，实现机器换人、机器换效率、机器换安全、机器换
经济。”

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优势的重要支撑，是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从 1
到 100”跨越的关键环节，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
室、走上生产线，必须盯紧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关键环
节。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导向作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全面加强与区内
外科研院所科技协同合作，共建了上海交大呼和浩
特科创中心等 20 余家新型研发机构，企业联合区外
高校院所组建了 17 家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成立了
政校企创新创业联盟，各类创新主体与 100 余家区内
外高校院所开展科技合作项目 200 余项。2023 年，呼
和浩特市组建了政校企创新创业联盟，共举办了 3 场

“蒙科聚 强首府”协同创新系列路演，推动 25 项新技
术新成果落呼，预计年均新增经济收益近亿元。截
至目前，全市共培育技术转移机构 34 家，组建了科技
服务专员队伍（其中技术经纪人 1273 人、科技特派员
1178人、科技辅导员 800人），以专业机构、专业人员、
专业服务方式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签下这笔 1000 万元的合同，我们的科研成果终
于顺利走向市场！”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
永峰欣喜地说。

煤基固废低碳利用与高值材料制备技术是张永
峰团队研究了几年的成果，它能把煤基固体废料变
废为宝，是一项重要技术突破，也是内蒙古工业大学
多年来首个千万元级转化成果。借助在呼和浩特举
办的协同创新路演，张永峰团队迅速与内蒙古久泰
新材料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久泰集团负责人介
绍，成果转化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 1.29亿元。

登录“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可以查询企业技术
需求和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详细信息。“过去，

在内蒙古一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可能要一
两年、三五年，甚至十年。有了‘蒙科聚’创新驱动平
台，现在只要 6个月。”张永锋告诉记者。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校企精准对接，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呼和浩特不断以企业为主导引领产学研
融合，强化企业“出题”导向，紧盯“六大产业
集群”产业链短板弱项，建立完善以企业为
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机制和产学研协同
创新项目储备制度，由领军企业提出关
键技术需求，采用“揭榜挂帅”方式组织
高校、科研院所主动对接企业开展合
作。组织高校联合产业链相关重点
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促进首府和区
内外高校“资源整合+信息共享”良
性互动。搭建校地企共享信息网
络平台，通过共享平台促进各方
有关专业特色、专利技术、合作
意向等基础数据的互动交流 。
落实京蒙协作“科技创新倍增
计划”，聚焦“蒙科聚”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打造与自治区
相连通、与区外相连接的技
术交易网络平台，达到“以
产 聚 才 、以 才 促 产 ”的 目
的，提升人才服务效能。
积极引导各类高校面向
呼 和 浩 特 市 重 点 产 业
办 学 ，以 产 业 链 牵 引
教育链，建设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的新学
科 新 课 程 培 养 体
系，加快引进和培
育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推动人才
培 养 与 六 大 产
业 发 展 相 匹
配、与企业实
践需求相适
应。

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培育实验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永峰团队与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智慧展厅

金宇生物MRNA疫苗项目工作人员通过平台了解厂房数据■王劭凯摄

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创中心智能装备研究院导师正在为学生讲解固定翼无人机相关知识

内蒙古鑫环硅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颗粒硅项目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态奶全球制造标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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