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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抢

抓“强首府”机遇，坚持

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

驱动，一体化部署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统筹配置平台、

项目、资金，立足首府

优势，持续做优人才服

务环境，不断强化人才

保障力度，大力营造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

态，为企业成长提供养

分，吸引更多的“千里

马”在这片沃土上创

新创业、竞相奔腾。
一边是高校、科研机构发布最新的科研成

果，一边是企业提出生产方面的技术需求，如果
能有“经纪人”给牵线搭桥那自然再好不过。就
这样，一种新型职业——“科技红娘”诞生了，也
称技术经纪人，即一批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
产业化过程中，从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
化、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
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记者从市科技局了
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共培育自治区级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 23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4家，培
养技术经纪人近 900名。

“从业多年后，才认识到科技成果转化并非
易事，这不是简单的‘买’与‘卖’，大部分科技成
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要帮助双方
不断磨合，才能达成合作。”这是内蒙古自治区
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内蒙古科信科技创新推广
有限公司技术经纪人毕远濛在工作中最深的感
触。

作为一名科技服务工作的“老人”，毕远濛
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2022 年，内蒙古鼎文
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主动找到了她，提出了技术
需求。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后期不断协商磨合，
最终其与内蒙古索伦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了技术开发合同“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图书馆应
用平台”，该项目是为内蒙古图书馆开发的专用
图书馆应用平台。毕远濛参与到了全流程的服
务当中，为双方讲解签订合同的注意事项、法律
条款的约束、技术开发合同的定义及内容，梳理
双方合作重点，规避可能的风险，合同最终于
2022 年 9 月在呼市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同
年，内蒙古鼎文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申报了自治区
技术交易后补助项目，获得了技术交易后补助。

2022 年，毕远濛获得自治区首批技术经纪
人服务绩效后补助。同年共促成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合同金额达 500 余万元，受益企业十余
家，均获得了自治区技术交易后补助。

目前，我市通过开展专业培训，实现了技术
经纪人在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服务机构的全覆盖，一支懂专业、懂管理、懂市
场的复合型技术转移服务人才的队伍正在不断
壮大。

据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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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专业人才的培
养工作，积极探索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新模式，搭
建技术转移人才学习提升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加快培育市场化、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高
素质、复合型的优秀技术经纪人队伍，着力破解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快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凝聚人才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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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保灵是行业内唯一同时拥有“兽
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高级别生
物安全实验室（P3 实验室）、“农业农村部
反刍动物生物制品重点实验室”三大国家
级实验室的民营企业，已获批为自治区科
技领军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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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市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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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 好 人 才 的“ 巢 ”，方 能 留 住 引 进 的

“凤”。去年以来，我市连续发布《呼和浩特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构建
区域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呼和浩特市吸
引人才政策 10 条科技创新领域配套实施细
则（试行）》等多项“硬核”政策，进一步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和承载人才主体作用，支持
领军企业建设高水平平台，全方位培养、引
进、用好人才，构建协同创新人才集聚区，
对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最高给
予 1 亿元的项目资助……呼和浩特擦亮政
策“ 吸 金 石 ”，倾 力 打 造 引 才 聚 才“ 强 磁
场”。目前，我市累计与 100 余家区内外高
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200 余
项，各级财政资金支持 7亿多元。

每一次跨越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智力
支持。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三大创
新策源平台通过柔性引才模式，引进高端人
才担任领衔专家，牵头组织重大科研任务，
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目前，国家
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汇聚成员单位 66 家，集
聚 9 位院士 90 多位行业专家；国家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筹）汇聚共建单位 34 家，集聚
4 位院士 10 余位行业专家；自治区动物疫
苗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共建单位 15 家，集聚
1 位院士 10 位行业专家……高端人才的汇
聚，为首府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
大创新力量。

筑巢引凤 高端“智库”凝聚起强大创新力量

在科技兴蒙“4+8+N”合作机制带动下，我市与上海交
大共建“上海交通大学呼和浩特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农业
大学共建内蒙古现代农牧研究院和内蒙古中农现代种质创
新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共建碳中和与新材料研究
院、中国农科院共建北方农牧业技术创新中心。此外，吸引
胡文瑞、张涌、赵鹏大等院士专家团队在呼建立6家院士专
家工作站，为建站单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团
队培养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引入交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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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物发酵合成领域，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交大生命学院程海荣教授团队合作实施功能糖醇类
产品产业化项目，依托上海交大绿色生物发酵合成新技
术，正在筹建 10000 吨/年的赤藓糖醇生产线，计划 3 至 5
年内开发 2至 3个糖醇类产品，预期实现产品纯度增幅达
10%，产值新增 1.8亿元，将大力推动功能糖醇类产品在我
市产业化落地及绿色发展，促进玉米淀粉深加工产业链
延伸。

在秸秆利用转化领域，内蒙古中孚明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上海交大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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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公司牵头组
建秸秆转化利用技术创新联合体，进一步开展攻关试验与
示范。

在动物育种领域，内蒙古元牛繁育科技有限公司与上
海交大药学院袁伟恩教授团队合作研发了新型卵母细胞和
胚胎高效冷冻装置，为破解动物育种过程中冻存胚胎存活
率和受胎率低的技术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打破产品此
前依赖进口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动物遗传资源的高效利用。

在装备制造领域，呼和浩特市奥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
司与上海交大电信学院金之俭教授团队定制化开发了国内
领先的全尺寸电力二次综合一体化测控平台，并已在企业
转化应用，该平台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和高速分布式
扩展能力，可大幅提升企业的全天候、自动化测控能力。

作为市校合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上海交通大学内
蒙古研究院依托场地、合作资金、部门对接服务支撑，已实
现研究院和孵化企业在“上海交通大学呼和浩特科技创新
中心”入驻发展，同时已获批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技
术转移人才培训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并已孵化和引入企
业 39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家，规
上企业5家。

我市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合作中，持续加大人才
引进培育力度，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优势，为地方产业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与伊利集
团、电力集团、高路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与国家乳业技术
创新中心、金宇生物、华讯高科等成立校企联合研究中心，
并在电力集团、伊利集团展开定制化人才培养与非学历教
育，以协同创新全面赋能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视研发的企业能得到多少政策扶持？”“科技型小微
企业如何得到上千万创新创业补贴？”近日，抖音平台上一
个叫“问策”的政策博主火了起来，主播郭偌宁是呼和浩特
市领新科技企业的一名企业科技特派员。短视频中，她聚
焦企业创新发展中的政策问题分类解读，条理清晰，直切

“要害”，线上直播分享引发热烈互动，问答间全是企业关切
的政策红利与干货，获不少粉丝点赞。

领新科技作为专注于“政策咨询+科技服务”的企业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一直苦练政策研究内功，站内16名企业科
技特派员均长期服务于企业政策咨询一线，曾先后举办400
多场企业政策沙龙培训，积累了丰富的企业政策宣讲与运
用经验。“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政策扶
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好政策越来越多，但企业不掌握不
了解，我们科技特派员要做的就是打通渠道，帮助企业用好
用足科技政策。”郭偌宁说，

今年以来，该工作站针对传统政策咨询宣讲覆盖面小、
影响力小等问题，运用新媒体手段研究开发制作系列短视
频和视频直播培训课程，在腾讯、抖音平台开展在线辅导，
短时间里，短视频点击量高达 5万+，直播间最高达到 2000
人次观看，粉丝以内蒙古各盟市企业为主，也覆盖北京、山
东、上海等多省市企业。通过政策辅导，目前已有3家企业
成功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7家企业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5家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协助企业成功申报科技计划
项目7项，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是我市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服务模式发挥作用的一
个缩影。2023年，我市聚焦解决产业发展卡脖子技术问题，
建立“企业出题、科研机构揭榜”的新型攻关机制，采取“科
研项目+人才团队”方式，引进与产业需求适配的“高精尖
缺”创新人才团队，推动与高校院所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汇
聚优质人才科创资源。用好首府70%的高校资源和40%的
科研院所资源，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设立研发中心、企业
重点实验室30家，支持驻呼高校院所新成果新技术优先在
呼转化落地，举办驻呼高校科技成果路演，向企业推介17项
新技术成果，已落地11项。目前从驻呼高校院所聘请科技
特派员 315名，组建农业特派团 13个、企业科技特派员站 5
个，服务企业800家。

“牵手”共建
新型研发机构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创新服务
企业科技特派员直播“问策”火了

“科技红娘”
为实现成果转化牵线搭桥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和林格尔人才创新谷

李劼博士在实
验室内进行 mRNA
疫苗质控方法开发
试验

赛科星集团研究院院长
李喜和博士正在车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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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特派员正在进行线上问策直播

蒙草种业中心（百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