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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就像一个巨大的引擎，拉着2024年奋力拓
开了时空的深度和广度。

仰望星空，我们沿着星辰大海的征途，于深邃幽远的
蓝色深空摘取硕果：2024年 1月 8日，神舟十六号搭载的

“太空马铃薯种子”希森系列20个组合66500粒实生籽在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开箱交接。这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积蓄坚实的“种子”力量。科研人员通
过对太空马铃薯种子的催芽、育苗、移栽等工作，持续进行
鉴定评价选育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中，科研人员采用当前
最前沿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辅助传统遗传育种的方
式，高度精准的编辑马铃薯基因组，靶向提取和插入耐盐
碱基因，与传统育种方法相比，将原本需要10多年的育种
周期大幅缩短至几年。

脚踏实地，我们洞悉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在生命力旺
盛的大地播种绿色希望：各地跳出老套路，通过科技创新
找到绿色低碳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工业固废变废为宝，让
有限的资源无限循环；低碳园区、零碳园区开启“创新燃
料”“碳”寻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之路；企业尖兵以绿色发展
为“主旋律”，通过自主创新、联合创新，突破重围，斩获一
个个“全球首套”“国内首台”等殊荣，为我区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积蓄了前行动力……科技力量，端稳能源“饭碗”，全
面发力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

回归基础，我们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在逐
渐完善的科技政策中雕刻光明：全心全意修订《内蒙古自
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为科研仪器资源开放共享奠定坚实基础；实打实地给科研
人员“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以梦为马、轻装上阵，蹄疾
步稳走上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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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传递出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洞见。内蒙古以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不断开辟新领域新
赛道，从广袤原野到繁华都市，从生产车间到研发场所，勇
往直前的内蒙古，摆脱大投入、高能耗的传统增长方式，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内蒙古推
动北京市海淀区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共建人工智能
产业高地，“数道智算乌兰察布大规模智算中心项目”在乌
兰察布市开工，北京市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走进自
治区。借助“最强大脑”，发展“院士经济”，聚焦“内蒙古所
需、北京所能”精准推动科技创新供需对接，以顶级专家和
创新团队领衔服务产业创新，将智慧力量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这一年，科技“突围”工程，创造内蒙古年度热点。自
治区党委部署科技“突围”工程，打破常规，强势起跑，全面
启动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稀土、氢能、特色乳业和空天计
量基准装置“4+1”个突围点位，部署36项重点任务，区内
外企业和科研力量竞相参与，各盟市因地制宜积极布局，
将科技“突围”工程的发力点和落脚点放在推动产业创新
和培育未来产业上，全区科技创新氛围空前高涨。

这一年，蒙科聚科创平台，镌刻出内蒙古科技新的年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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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破题”之举让全
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更加畅通，科教资源配置机制更
加优化，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沉睡”的科技成果
被唤醒，一个个重大科技创新种子在这里破土成长。

如今,站在这方创新热土上,时间演绎着一个个精彩
的科创故事。

今年，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内蒙古成绩
喜人。由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张和平主持完成的“优良乳
酸菌种质资源挖掘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制及应用”项目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
路战远主持完成的“北方农牧交错区风蚀退化农田地力培
育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是他自2010年度获奖后主持获
得的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我区金宇保灵生
物药品有限公司参与的“猪用重组口蹄疫O型、A型二价
灭活疫苗的创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肉鸭高
效育种技术创建与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丰收成果折射科学家精神。一年来，内蒙古支持选派
1000名科技人员到“三区”受援旗县开展科技服务，支持

“三区”受援旗县培养194名本土骨干科技服务人员和农
村牧区科技创业创新人员。

科技创造希望。2024年，科技成为内蒙古的一抹亮
丽印记，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也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动
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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