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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科聚是内蒙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科技兴蒙”行动的升级版，是内蒙古科技创新驱动的总平台。
2023年，内蒙古全力打造蒙科聚科创“一张网”，聚焦企业、产业技术需求，集成科技研发、资本运作、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知识产权

保护等功能，搭建“政策库”“人才库”“供给库”“需求库”四大智能库，通过能链则链、能建则建的方式，将区内外科技资源网络连接到蒙科
聚这“一张网”上，实现科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动“好项目”精准落地、“好需求”精准对接、“好政策”精准实施。

□风启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指出，要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培
育创新文化，形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
创新生态。

对 于 欠 发 达 地
区来说，内蒙古科技
创新动力不足、科技
成果转化缓慢，始终
掣 肘 着 我 区 经 济 社
会发展。

如 何 推 动 科 技
和经济紧密结合，创
新 成 果 和 产 业 发 展
紧 密 对 接 ？ 怎 样 破
解 科 研 产 业“ 两 张
皮 ”难 题 ，实 现 科 技
与 产 业 的“ 双 向 奔
赴 ”，让 科 技 切 实 成
长为“第一生产力”？

建 好 用 好 蒙 科
聚科创平台，对自治
区 实 施 科 技“ 突 围 ”
工程，全面强化科技
创 新 战 略 支 撑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蒙 科 聚
科创平台定位明确，
就 是 要 以 创 新 来 驱
动高质量发展，让创
新 资 源 成 为 发 展 优
势；就是要加快构建

从研发到孵化、再到产业化的科创
系统，让科创企业和科创产业迅速
发展壮大；就是要最大限度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让创新在
内蒙古大地蔚然成风；努力把蒙
科聚打造成为全区创新驱动发展
的总源头和总平台，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聚力完成好五
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

然而，树立好蒙科聚科创平台
的旗帜，是一项长期工作。要持续
把科技创新作为最大优势、最强潜
能和最紧迫任务，加快推进蒙科聚
科创平台建设。常态化推进路演
活动，不受地域及时间限制，帮助
企业同时对接多个投资机构；让优
质项目源源不断地登录平台，让投
资机构筛选出更有发展前景的项
目进行投资，节约时间与其他成
本。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数“倍
增”行动，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
长为高新技术企业、规上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上市企业。建设一批
区域承载型、高校孵化型、院所支
撑型、企业主导型孵化服务平台，
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实现理工综
合类全覆盖。

相信在各级政府和区内外高
校、院所，各类企业、服务机构共同
参与、建设下，这面富有创造和生
命 力 的 旗 帜 ，定 会 感 召 天 下“ 英
雄”，在这里筑巢落户，共同创造科
技奇迹。

努
力
把
蒙
科
聚
打
造
成
为
内
蒙
古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总
源
头

““深瞳深瞳””

8 科技
执行主编：徐亚军 责任编辑：及庆玲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邮箱：122314097@qq.com

上
下
联

上
下
联
动动

向向
﹃﹃
新新
﹄﹄
而
行
而
行

—
—

蒙
科
聚
加
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系
列
报
道
一

视线

近日，蒙科聚巴彦淖尔分中心
揭牌。至此，蒙科聚科创平台建成
13个分中心形成覆盖全区的工作网
络，牵引全区创新能级不断跃升。

蒙科聚巴彦淖尔分中心“落地”
即迎来“开门红”。当日，由自治区
科技厅和巴彦淖尔市政府主办，以

“科技迎春、成果落地”为主题的蒙
科聚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科技成
果发布会上，“巴麦13号”国审小麦
新品种、内蒙古河套灌区信息化关
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多羔肉羊选育
及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应用、向日葵
盘提取果胶和蛋白质等 10项现代
农业先进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江
南大学多位教授现场路演了“高附
加值医药中间体和功能化学品的
酶法合成”“巴彦淖尔羊绒生产加
工现状分析与展望”等 11项先进技
术成果，“大规模绿色高效羊皮深
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示范项目”
等 5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合同总
额800万元。

内蒙古“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正加速形成——

蒙科聚科创平台建设启动以
来，注册用户已突破 1万个，汇聚各
类创新平台、科研机构 4472 家，创
新型企业 3443 家，集聚 1.2 万余名
科技人才，入驻共享大型科研仪器
设备 5534 台（套），实现 1.3 万项业
务“一网通办”；举办路演活动 180
场，成果重点发布会 18场，发布高
水平成果128项。

创新资源的迅速集聚，让科技创
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而项目的精准
对接离不开技术经纪人的牵线搭桥。

依托蒙科聚科创平台，一批技术
经纪人活跃在高校和市场，他们各有
分工却目标一致：产业链研究、招商
引资及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内蒙古电子商务促进会政策研
究部主任张晓飞是一位技术经纪
人。“作为技术经纪人，需要懂技术、
懂市场、懂经营、懂财务、懂法务等
等。”他说，“一方面，技术经纪人要
对接各高校科研成果资源，瞄准有

意向转化且有市场前景的科研成
果，帮助科研人员与相关企业进行
成果供需对接，促成转化。另一方
面，技术经纪人还要了解市场需求、
产业发展的动态，及时高效的与各
科研机构研究院所相关人员进行
沟通，让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
对接。

在张晓飞看来，技术经纪人最
大的作用之一是帮助成果持有人

“选赛道”。他回忆说，在开展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服务过程中，他偶然
结识了青海大垚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交流洽谈过
程中，了解到他们正在寻找有科研实
力的公司，共同开展青海大垚产品质
量追溯体系建设项目。

张晓飞立刻想到内蒙古禾文科
技有限公司，并第一时间让双方公
司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联络，最终促
成青海大垚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与内蒙古禾文科技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签约项目金额达 1732
万元。

“我们会继续加强与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间的协作，让更多科技成
果落地生花。”内蒙古禾文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耀表示，作为高新技
术企业，除了要在新产品、新技术层
面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实现产品创
新；还要合理利用各方渠道资源，借
助蒙科聚科创平台，加上技术经纪
人的居间支持，更好地促进高新技
术企业成果转移转化落地。

通过主动发掘、深度服务，技术
经纪人让众多优秀科技成果走上了
转化孵化之路，让科创服务“接地
气”“有温度”。

截至目前，国家基地及自治区
级基地为我区培养技术经纪人（经
理人）共计 4222 人，把服务触角延
伸到全区各盟市科研一线。

随着蒙科聚科创平台的加快建
设，越来越多懂技术、懂转化、懂市
场，善于整合资源的专业人才将成
为技术经济人，加入推动成果转化
的队伍，探路科技成果市场化。

牵线搭桥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寒假期间，鄂尔多斯市科协组织科技冬令营学生参观鄂尔多斯市科普教育基
地——碳中和研究院，体验科技创新成果，树立“双碳”理念。 白晏馨 摄科技冬令营

寒假期间，达茂
旗工科局与艾不盖
街社区联合开展“与
科技完美邂逅，探索
智 能 奥 秘 ”主 题 活
动。图为工作人员
为孩子们讲解如何
操作“科技狗”。

栗耀忠 摄

与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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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和挑战，是时代赋予内蒙古科创发展的催化剂，突破科技转化“最后
一公里”的堵点势在必行。

蒙科聚科创平台建设以来，一大批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竞相在此布局，
一批批大科学装置在这里高速运转，一个个重大科研平台,科技创新种子在
这里破土成长。这里孵化的不仅是企业，还有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以及促
进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

如今,站在这方创新热土上,“沉睡”的科技成果被唤醒，时间演绎着一个
个精彩的科创故事。

思享

阿拉善的沙产业和沙一样颇负盛名，
“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一系列
专属标签，锻造出了享誉市场的阿拉善特
色沙产业金字招牌。

当蒙科聚专题发布会走进阿拉善，阿
拉善盟易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苁
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曼德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沙漠肉苁蓉有限公
司、内蒙古言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
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产出”的“肉苁蓉趁
鲜加工及应用项目”等 5项科研成果，再
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记者走进坐落于“中国肉苁蓉
之乡”的阿拉善盟阿拉善生态产业科技创
业园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只
见生产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身着洁净的
工作服正在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机械，对荒
漠肉苁蓉进行初级清洗、分选等级，另一
条生产线则正在加工切片……一件件以
荒漠肉苁蓉为主要原料的苁蓉膏、苁蓉
酒、苁蓉茶等产品由此而生。

“这款苁蓉茶通过生产工艺，最大限
度地保留了阿拉善荒漠肉苁蓉的营养成
分，入口清香、口感独特，在市场上很受追
捧。”公司创始人张治峰介绍，公司系统规
划和实施荒漠肉苁蓉标准化产业链建设
的关键技术与标准研究。建立原药材种
植、产地初加工、提取、功能食品生产全过
程的生产规范与质控标准。依托自治区

“科技兴蒙”项目，开展荒漠肉苁蓉功能性
成分及其复配产品安全性研究、产品质量
控制和评价研究，建立荒漠肉苁蓉产品加
工全过程营养性、功能性、安全性数据采
集、分析、监控数据模型，建立荒漠肉苁蓉
食药同源产品质量控制、产品生产质量体
系、风险管控体系、产品风险监测数据评
估体系，形成食药同源荒漠肉苁蓉的食品
安全评估标准体系。

近年来，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实施“企业+基地+科研+农牧民合作
社”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种植、科研、加工、产品营销有序循环的
可持续发展产业链，让老百姓有了增收致
富的“金饭碗”。

“现在，几乎能种的地方都种了，外出
的人们都回来了，我们的沙漠牧场成了增
收致富的香饽饽，抢也抢不上。”阿左旗宗
别立镇芒来嘎查党支部委员王刚乐得合

不拢嘴。
2023年，王刚种植了1.4万余亩梭梭

林，嫁接肉苁蓉7000亩。他告诉记者，政
府给当地农牧民提供了肉苁蓉嫁接技术，
他们通过不断的学习，探索改进了嫁接技
术，让肉苁蓉品质逐年提高，每户肉苁蓉
产业年收益达10万元。

阿拉善盟科技局科技规划资源配置
与成果转化科负责人甘霖介绍，为推动沙
产业发展，阿拉善盟科技部门依托蒙科聚
科创平台，积极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载
体7类 75家，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
为支撑，引荐中国科学院各分院所、北京
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与企业对接，推动院
企、校企合作，构建生态沙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格局。

蒙科聚科创平台把科研和市场这两
股劲拧起来、把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手握
起来。

对接资源、问计问需、落实服务。春
节前夕，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常务副旗长马
亚栋、乌审旗工科局相关负责人及蒙科聚
鄂尔多斯分中心有关人员走进中国科学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煤沥青基碳纤
维项目在辽宁丹东万通城市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考察调研。

“煤炭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产品，国
内产量巨大，基础原料优势明显；同时，
由于煤沥青中含碳量要比石油沥青中含
碳量高，导致终端纺丝产品收率高，且原
料价格低廉，直接体现在煤沥青纺丝的
终端产品是石油基终端产品价格的三分
之二，市场优势明显。现阶段，在已经突
破煤基高性能纺丝沥青生产技术难题的
先决条件下，纺丝煤基碳纤维及复合材
料产业化落地，可以带动下游百余种行
业，产生千亿级税收，提升国内高端制造
业的市场份额，提升产品竞争力。”在考
察中，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黄湃介绍。

可以预见，“一煤独大”的鄂尔多斯，
将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迎来
企业升级、技术转型发展新高潮。

在蒙科聚科创平台的示范带动下，创
新的“种子”正不断在内蒙古落地生根，科
创的“种苗”在茁壮成长。当下的内蒙古，
围绕重点产业链，持续支持企业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全区创新驱动向“新”
而行。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多向赋能
推动科技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中心科研人员工作中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中心科研人员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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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禾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青海大垚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建设项目中农产品书院质量监控大数据系统实施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