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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创 新 是
赢得未来的关键

□喆研

随着内蒙古经济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如何更好释放科技创
新的驱动力量？怎样形成更多

“从 0到 1”的原创成果？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
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
等，党政部门要牢牢把握科技进
步大方向，瞄准科技前沿领域和
顶尖水平，树立雄心，奋起直追，
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科技
资源上快速布局，否则花了很多
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难以取
得好的成效。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第 一 动 力 的
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一大批既具
有科研和原创能力，也能深刻理
解、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科研实践是培养造就创新型科
技人才的根本途径，而管理实践
是将科技创新实践与中国经济
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抓手，复合型
人 才 的 孕 育 需 要 复 合 培 养 体
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既要对
科学葆有好奇心，也要有“把需
求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敏感
性，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
进军，才能有更高水平的原创成
果，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
重任。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应
积极提供人才持续学习的机会，
将基础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学
习体系相结合，利用一流学术研
究帮助创新人才维持理论前沿
高度，并助力其将基础理论研究
更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中。

开放合作是推动科技创新的
必要选择。实践证明，区域合作
可以打破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
的各种障碍，促进要素的优化配
置，促使区域间合理的分工，有助
于深化区域分工，从而形成联系
紧密、分工合理、发展协调的区域
网络。既要立足国内市场和产业
需求，推动国内产业转移合作，又
要高水平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培
育新形势下内蒙古产业竞争新优
势，走深走实“科技兴蒙”之路，与
其他地区在资源上实现互补，在
产品上实现互通有无，在基础设
施上实现畅通，激发全区科技创
新活力迸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
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打通“最后一公里”，让科技成果加速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兴安盟“坚持开放合作搞创
新”，紧扣 20条产业链和重点领域发展现实需
求，积极与江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 1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科技合作，产出一大批科技成果。

兴安盟优质绿色的农畜产品资源与江南大
学世界顶尖的食品加工学科“牵手”，借助江南
大学在食品深加工领域的科技、人才、成果等优
势资源，源陆食品公司的黑小麦预拌粉已研发
投产，揭牌成立了“源陆食品·江南大学黑麦健
康食品联合研发中心”，并与全国拥有450家连
锁门店的爸爸糖集团公司和拥有 37家子孙公
司、30万家营销点的桃李集团达成销售意向，把
科技服务贯穿于育种、产品研发、包装设计和产
品销售的全产业链。

圣酿阿尔山酒业有限公司已成功研发出精
酿啤酒产品4个，并挂牌成立了“江南大学·天酿
阿尔山精酿啤酒联合实验室”。嘉鹤牧业公司

的植物源蛋白饲料原料、农垦集团的米糠油、
北峰岭公司的油菜籽深加工产品也已进行工
艺设计和设备采购，计划投产。

为了解决大量沙果落地果难题，大公草
畜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利用兴安盟
沙果落地果成功研发 5种新型发酵饲料，并
将其命名为”牛羊水果罐头”。饲料适口性
好，营养价值高，长期保存，有望彻底解决兴
安盟沙果落地果综合利用、林果花业健康发
展问题。

顺源农机公司在与中国农业大学、吉林
大学合作中，成功研制新型气吸式免耕电控
高速智能大型播种机，打破了高速免耕精量
播种的技术瓶颈，经样机现场测试，作业速度
达 21公里/小时，远超国家”十四五”时期目
标任务 14公里/小时，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两中心一基地”、人管家创新创业科技
孵化器、技术创新中心、江南大学-兴安盟技
术创新中心、莫宣学水资源环境康养院士专
家工作站、中国农业大学牛业教授工作站
……197个三级平台载体、30多个创新联合

体，为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搭建了重要平台。
此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自治区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自治区北方寒地水稻研究
重点实验室、兴安盟绿色发展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为产业创新集
群建设提供了强劲动能。

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汇聚“弯道追赶”的人
才优势，柔性引进袁隆平、莫宣学、任长忠、刘嘉
麒等高层次人才 19名。2个企业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引进选聘大院大所专家教授65人，服务企业
185家，与 50余家企业开展科技合作项目 60余
个，为80余家企业提供生产实践解决方案100余
项；12个盟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科技特派员
423名；选派“三区”人才28名；招聘科研助理21
人，参与科研活动的开展，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是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方热土将继续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科技创新在制
度、资金、成果、平台、人才、服务等方面取得更大
进展，不断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催生
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
道。 （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兴安盟科技局提供）

我区2个科技小院荣获
“最美科技小院”称号

本 报 12 月 6 日 讯 （记 者
风启）近日，中国农技协评选出 28
个中国农技协“最美科技小院”，内
蒙古左中玉米科技小院、内蒙古杭
锦后旗奶牛科技小院光荣在榜。

获得荣誉的科技小院，将再接
再厉，总结典型模式，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优化集成产业技术，
促进产业节本、提质、增效，带动区
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带
动和支撑农技协组织建设，提升农
技协组织发展活力，促进当地产业
发展和农民科学素质提升，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作贡献。

杜蒙羊良种繁育
体系得到全面提升

本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 风
启）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依托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
公司，围绕自治区高效肉羊种子
提升工程，着力突破肉羊种业发
展“卡脖子”技术问题，开展现代
育种技术和繁育技术的研究与产
业化推广应用，加快肉羊新品种
培育能力建设、优质种羊繁育体
系建设，使现代肉羊种业得到全
面提升。

目前，已建成杜泊种羊场 3
处，肉羊胚胎移植技术服务中心 3
处，年生产杜泊种羊 1.5 万只以
上，胚胎生产能力达到 4万只；建
成肉羊冷冻精液站 2 处，建成人
工授精站 110 处、输精点 1000多
处，通过市场化运作进行肉羊改良
配种，现有杜泊羊、萨福克羊、萨能
奶山羊等 8 个品种核心群种羊
5000 多只，形成中国最大的肉羊
种子资源库。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肉羊
品种改良培育，“杜蒙羊”于 2022
年通过了国家新品种认定。年产
杂交肉羊 35万只以上，农牧民每
生 产 一 只 杂 交 羔 羊 可 增 收 260
元，每年带动 2700 户农牧民增收
近 1 亿元。依托国家和自治区畜
牧业良种补贴项目，累计改良基础
母羊 80万只，母羊羔培育留种比
例已达到70%。

“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
落 地 呼 伦 贝 尔 市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风
启）近日，“科创中国”现代高效畜
牧产业科技服务团以视频方式举
办成果落地（呼伦贝尔）签约仪式。

会上，北京仕骥春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与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
游广电局签约《马匹赛事管理系
统服务协议》，该项目为智能马匹
赛事管理系统，含线上赛事活动
申报、审批、马匹报名、资格审
核、成绩公布等功能。北京国骥
种马场有限公司与鄂温克族自治
旗科兴马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
《马属动物精液冷冻技术服务协
议》《种公马采精调驯技术服务协
议》，在马属动物冷冻精液制作开
展服务合作，就种公马采精调驯
明确具体合作事宜。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马学分会与该旗科兴马业
发展有限公司签约《马匹初级调教
规程技术服务协议》，分别在马匹
脱敏训练、人马亲和等初级调教内
容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据悉，自开展“科创中国”试点
建设工作以来，呼伦贝尔市与“科
创中国”现代高效畜牧产业科技
服务团在畜牧产业优化升级，高
效对接畜牧产业供需资源和促进
产学研金合作等方面开展跨界合
作，助推该旗三河马选种选育工
作、马匹展卖交易和马匹专业化赛
事工作取得实质进展。

集宁一中荣获“天文科普
教 育 特 色 校 ”称 号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风
启）近日，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中
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联合主
办的“2022 年‘科创筑梦’青少年
FAST观测方案”征集活动公布评
选结果，乌兰察布市集宁一中荣获

“天文科普教育特色校”称号，付荣
泽等4名学生的6项设计方案被评
为“Fast优秀方案”。

集宁一中作为“内蒙古自治区
科普教育基地”“北斗科普实验基
地”“北斗/GNSS观测站”基地，以
满足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学习需要
为目的，通过开展科普讲座、观看
科学实验、动手实践等方式将科普
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今后，乌兰察布市科协将以科
普教育基地为平台，打造先进的科
技创新教育特色，有效提升学校的
科普水平和能力。

智能化养牛

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伊利高端智能液态奶加工项目，采取公管合养的方式建设
5000 头全群科技智能化奶牛示范牧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图为饲养员在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群智能化奶牛示范牧场饲养奶牛。 韩冷 摄

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土壤检测分析实验室内，专家林柏杉正在为白庙子村村民王连
月进行测土配肥检测。今年年初，中国气象局在太平乡投资建设了具备测定土壤氮磷
钾、有机含量等要素的太平乡土壤检测分析实验室，实施了农作物品种优选示范项目，并
同步示范推广保护性免耕技术、测土配肥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先进植保方案，为农户科
学种粮、增产增收提供参考和支撑。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曾令刚 摄）

土壤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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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的二十大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看，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激荡澎湃。兴安盟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借助“科技兴蒙”行动有利契
机，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引进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加大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
科技型中小企业，激活创新动力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创新发展的脚步越来越稳健。

项目拉动 助推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一批具有

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

兴安盟农研所、隆华公司与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科技重大专项

“北方寒地水稻及区域耐盐碱水稻提质增效关
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项目，在优质水稻、耐
盐碱水稻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被自治区科技厅称为是“厅盟会商”
制度落地实施的典范。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专家团队借

助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支
持，在增产和提质两方面共同发力，培育出

“157”“X56”等一系列丰产、稳产、优质的水稻
新品系。在2022年的年度测产中，粳稻新品系

“157”亩产达到 717.6 公斤、“X56”亩产达到
702.5 公斤，耐盐碱稻新品系“1189”亩产达到
540.3公斤，进一步确立提高水稻产业附加值和

“科技含金量”，推动当地从生产粮食向生产稻
种转变，助力兴安盟打造北方水稻种源生产基
地和关键技术输出基地。

杜美牧业公司的“高寒旱地区湖羊引进及

本土化选育关键技术研究示范”入选自治区首
批“揭榜挂帅”项目，并通过与中国农大等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成功培育出适合舍饲的“兴
安多羔羊”母本羊新品种，在羊的体重、产肉
量、出栏期等方面都优于传统放牧型肉羊品
种，已推广母本 3.54 万只、公羊 1.8 万只，改良
肉羊 5万只，获得相关专利 4项，为农区、半农
半牧区舍饲羊提供了现代的饲养模式和优质
品种。

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在落地实施和转化，为
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科技力量。

科技合作 打造科技资源要素“聚集高地”

水稻测产。

2022年优质水稻测产现场观摩会。

思享

选种测产量。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曾令刚 摄）

科技

创新

““深瞳深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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