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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GUANZHU

聚焦“六个工程”系列报道之五

提升新质生产力
科技“突围”角逐新产业新赛道

直言
科技“突围”工程，是自治区部

署的“六个工程”的第五个。科技是
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
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
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
论断和新要求，为科技工作提供了
基本遵循，提出更高要求。科技“突
围”工程，就是巧抓机遇、落实这些
要求，使内蒙古走出经济发展的

“突围”之路，谋划未来发展、寻求
长远发展大计，作出的具体工作部
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
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
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
验开放、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
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自治区党委在部署科技“突
围”工程中，不仅要求我们眼光要
远，动手要早，打破常规，强势起
跑，尽快突破，而且还从内蒙古的
发展实际出发，非常具体地提出了
科技突围的项目。包括打造新型生
产力的低碳能源、前沿材料等五大
领域，以及新型储能、氢能、高性能
复合材料、卫星通信导航、生物育

种等八大方向。除此之外，包括一
些具体措施、部门职责，都作了明
确要求，易理解、能把握、可操作，
从决策到需要落实的内容，都有明
确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
大科技工作者，只要进一步细化、
深刻领会，付诸行动，就是一条完
整、有机的运行链条了。

科技“突围”工程的顺利实施，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全
社会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时代新风，营
造科技强国的舆论氛围。要调动所
有舆论平台，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报道。让优秀的科研团队、杰出的
科技人才，成为新时代的网红案
例、网红人物，让科技“突围”这一
重要战略部署深入人心，让科学精
神成为我们各项事业开拓创新的
思想动力。

科技要“突围”，还需要精心谋
划，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组织实
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的谆谆教诲，把科技研究与经
济建设的具体项目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经
济转型、产品升级的第一力量。

本报记者 张鑫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今年以来的

一个热词。2024 年，全区科技创新
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 体 意 识
为主 线，实 施 科 技“ 突 围 ”工 程 ，
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的整
体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力
开创科技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科技‘突围’工程要跳出老套
路，舍得下血本，引进全国乃至世界
顶级专家或创新团队搞研发，大力
培育新产业新赛道，尽快在一两个
点上取得突破，做到‘起跑就领
先’。”按照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
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内
蒙古围绕科技“突围”工程正在开辟
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近日，在主题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内蒙古发展
改革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内蒙古
要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开辟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快形成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为全区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加
力、赋能。

2024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
安排科技支出 34 亿元，同比增长
20%，全力保障自治区科技“突围”
工程顺利实施。资金重点围绕低碳
能源、煤化工、生物医药、种业、防沙
治沙、乳业、稀土、草业等领域，采用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开展
关键技术攻关；用于国家乳业 技
术创新中心、鄂尔多斯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巴彦 淖
尔 国 家 农 业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示 范
区等国家级创新平台高标准建设；
用于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草
业技术创新中心和怀柔实验室内蒙
古基地创建；用于深入实施“双倍增
双提升”行动，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领军企
业，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助
力到 2025 年全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一倍，支持一
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为高新技术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为科技领
军企业；大力支持“蒙科聚”平台建
设，汇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
才链、信息链，为实现科技突围加码
助力。

新质生产力是代表新技术、创
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
的新型高质量生产力，符合高质量
发展要求。

日前，位于和林格尔新区智能
制造产业园内的科拓微生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实验室仍灯火通明，
身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还在忙碌着
分析实验数据。“我们正在进行一项
乳酸菌制剂加工技术的科研攻关，
项目人员加班加点，大家都盼望着
早日出成果。”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小
龙说。科拓生物是全国唯一一家乳
酸菌全产业链上市公司，已建成亚
洲最大的自主知识产权乳酸菌种质
资源库，目前正在建设全国最大、最
先进的乳酸菌生产基地，将为呼和
浩特打造“一棵草”“一杯奶”产业的
同时再添上“一株菌”。

和林格尔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致力于打造以创新为导向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培
育和引进低碳环保、创新能力强、带
动性强的绿色“龙头”企业，充分发
挥辐射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形成规模化创新优势，新
质生产力集聚效应显著。

“和林格尔新区配套设施完善，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有创
新政策支持，在来到新区短短一年
半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
创新成果，现在看来当初选择落户
新区这个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内蒙
古华域干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文彦介绍，落户和林格尔新

区以来，公司在仿生管理技术方面
取得重大创新成果，这项成果可以
保证细胞无论存储多久，都可以在
复苏时保证纯度和活性。

该园区内的一众高新技术企业
正加速奔跑在尖端领域自主创新的
新赛道上，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能力稳步提升。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用创新驱动和高新科技来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更
高端、更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加速
迈向新型工业化，驱动产业实现更
强的国际竞争力。”俄罗斯自然科学
院外籍院士、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内蒙古工业大学副
校长郭洪飞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
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在科技创
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高校与科
研机构是教育、科研、人才培养的交
汇点。作为同时工作在高校与科研
院所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亲历了内
蒙古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进程，围绕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合作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
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超算云
原生架构的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
台；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参与推动与清华大学合
作组建绿氢技术装备与应用研究中
心，建设自治区氢能多元应用生态
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与工程示范策
源地；持续推进“内蒙古氢能走廊”
建设项目，围绕“制储运用”等关键
环节，建立氢能产业生态；围绕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参与
筹建航天育种内蒙古研究院；围绕
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组织参
与推进科技部批复的“中国—蒙古
国选矿工艺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建设牵头在乌兰察布建设“智

慧物流技术与高端智能装备院士专
家工作站”，助力乌兰察布积极融入
国家重要战略引擎；牵头组建内蒙
古工业大学在智慧物流与智能装备
领域的首个国际联合实验室———中
蒙俄跨境智慧物流与智能装备联合
实验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新质
生产力发展中，教育与科研肩负重
任，要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青年
科技团队培育，提升高校与科研机
构的内生动力，切实增强科技‘突
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引领创新
上当先锋，在技术攻坚上打头阵，创
造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
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郭洪飞
认为，未来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
力发展演变，必将以创新驱动新
质技术发展，以新质技术助力新
质生产力快速形成全领域，多元
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作为教育科
研工作者更应站在时代前沿，积极
投身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
筑竞争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和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唯有不断创
新，实施科技‘突围’工程，目标就是
打造新质生产力。”自治区科技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科技“突围”的关键
是找准点位、找好团队、找对模式，
按照工作方案迅速行动，围绕新型
储能、氢能等新兴和未来产业，前期
对接了国家大院大所和科创平台，
拜访了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调研
了先行地区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区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找出最有可
能的突破口，通过超前部署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统筹大科学装置和大
科创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的整
合，全力攻坚，以点的突破支撑引领
产业创新发展，逐步构建起传统产
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联动的
发展新局面。

科技“突围”意味着什么？

DUANPING短评

和林格尔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张家辉 摄 呼和浩特科创中心

蒙草种质资源与检化验中心科研工作场景

金宇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讨论试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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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