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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校科技信息网内蒙行合作对接座谈

会在呼召开

8 月 16 日，首都高校科技信息网内蒙行合作对接座谈会

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科技厅副巡视员云涛致辞，厅长助理

柯常取主持座谈会。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5 家单位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校科技成果、科研

方向、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自治区相关盟市科技局、大学、

科研院所、企业等有合作需求的 18 个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本

地区、单位的人文环境、产业政策、科技合作概况及合作需求

等情况。

 本次座谈会旨在建立双方合作沟通机制，吸引首都高校

科技信息联盟单位的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进行落地转化，帮助内

蒙古的高校、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

级，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据悉，首都高校科技信息联盟全称为北京高等教育学会

科研管理研究会科技成果信息分会，是由北京地区高等学校

的科技管理部门联合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旨在团

结和组织首都高校科技管理部门，整合首都高校科技、人才

等资源，为国家、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服务，促进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十二五”期间，京蒙科技合作成效显著。京蒙两地科

技主管部门本着“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协同发展”的原则，

在技术转移、项目合作、产学研联盟、研发平台和人才培养与

引进等方面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把

北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引入了内蒙古，也提高了企

 文 丨 科技合作处 许易茜   科技宣传中心  罗树祥 
       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尹晓红

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了内蒙古经济的转型升级。

 据了解，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与内蒙古进行科技合

作的单位达 180 多家，共转移转化科技成果 5327 项，技术成

交额累计 313.2 亿元。内蒙古借助北京人才、创新方面的优势，

在现代农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态治理等领域开

展了 210 项联合攻关课题，共产生 70 多项科技成果。京蒙两

地共组建 10 家科技合作平台，其中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4 家，

联合共建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京蒙合作站，设立 2 个实验服务

基地、1 个绿色农业区域工作服务站和 1 个碱化工区域工作服

务站、2 个绿色农业合作站。

2017 年度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

究中心工作会在呼召开

8 月 11 日，2017 年度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

研究中心工作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内蒙

古自治区召开。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曹春香首先对

总中心的发展过程、机构的建设及科研成果作了介绍。曹春

香介绍：“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2003

年 11 月正式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

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各自基础学科研究领

域的优势，在利用空间信息技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科学研

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 SARS、甲流感等严重威胁我国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的防疫和控制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内蒙古、北京、上海、深圳、河北、江西等分中心分别

作了精彩报告，专家们深入浅出地分享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

果，同时为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提出了

意见与建议。

据悉，首批成立的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中心分中心共有七家，内蒙古分中心在列其中。内蒙古分中

心于 2012 年成立，该中心依托自治区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文 丨 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杨永环  科技宣传中心 高 飞

理实施，对生态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科技厅副厅长吴苏海、科技合作处以及内蒙古草原勘察

设计院的相关人员陪同调研；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锡林郭

勒盟等盟市及相关旗县领导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相关

调研活动。

主要承担遥感和诊断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的应用及建设，调

查研究制约内蒙古生态、环境、卫生发展因素，尤其是荒漠

化防治方法的研究。2014 年初，内蒙古分中心启动了《生态

文明的系统化项目化路径思考——基于项目研究浅谈对生态

文明的认识》和《草原生态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的研究》

项目，探索研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情况，分析和掌握草原生

态资源资产的规律和趋势，对推进草原生态文明提供了有效

且有力的科技支撑。目前，该中心拟就大兴安岭森林草原过

渡区环境健康遥感诊断开展专项研究，为保护我国唯一的寒

温带明亮针叶林森林资源和大兴安岭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技

术支持。

2017 年度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实务

系列培训班在巴彦淖尔市召开

8 月 3 日，2017 年度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实务

系列培训班在巴彦淖尔市召开。此次培训旨在帮助企业学习

和理解高新技术企业有关政策和认定程序。自治区科技厅副

厅长张志宽、巴彦淖尔市副市长梁凯河出席培训会，来自各

盟市、旗县科技局分管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负责人和企业代

表 23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张志宽在培训会上指出，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是强化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推动高新技术领域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他强调，要充分认识高企

培育和认定的重要性，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充分发动企业

申报；要把认定和培育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利用高

企培育认定工作契机推进企业创新能力建设。

培训会特别邀请了沈阳高新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

司李学荣、沈阳格微软件有限公司曾兆伟、内蒙古君晔会计

事务所张燕玲、北京孚睿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邓大为、自

治区火炬中心赵英分别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政策和企

业申报实务、专项审计及研发费用归集注意事项、知识产权

相关问题及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程序、申报注意事项等

进行了细致地解读和辅导。

据了解，今年 3 月，国家科技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高企

认定管理工作会议，同期，自治区科技厅组织了全区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培训。本次培训是科技厅今年组织的高企认定系

列培训的第二场，由内蒙古科技厅主办，内蒙古自治区火炬

中心、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巴彦淖尔市科技局共同承办。

 文 丨 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李艳丽 
       科技宣传中心 路 霞

全区现代科技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巴

彦淖尔市举办

8 月 4 日，全区现代科技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巴

彦淖尔市举办。此次培训旨在做好新形势下的现代科技服务

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区现代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

水平。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张志宽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自

治区各盟市主管科技服务工作的负责人及科技服务机构代表

16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张志宽在讲话中要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要理清工作思

路，重点把握好以下四项任务：一是摸清科技服务机构底数。

要发挥科技部门的关键作用，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形成合

力打好基础；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作体系。要集中“自治区 -

盟市 - 旗县”三级科技部门力量，组织科技服务业机构，通

过培训交流，建立联盟，出台政策，形成统计体系等方式完

善工作体系。三是发挥科技服务业作用。要以促进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为切入点，努力提高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及服

务质量。四是培育科技服务机构品牌。十三五期间，要争取

在科技服务业的“8+1”个领域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龙头企业，

为自治区科技服务业发展发挥良好的带头作用。

培训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措施和《国家“十三五”

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进行了重点解读，与会专家

和代表分享了先进省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及经验做法，并

就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进行了专题研讨，为我区现代服务业

发展思路提出了建议。

 文 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李艳丽 
      生产力促进中心 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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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12396”平台运行良好

阿拉善盟“12396”信息移动服务平台自 7 月 19 日开通

以来，运行效果良好，截至目前，已注册农牧民用户 158 人，

累计推送各类农牧业信息 136 条，帮助农牧民解答疑难问题

18 条，专家出现场进行农牧业服务 1 次。

“12396”信息移动服务平台是一款针对农牧民用户的

手机 APP，在智能手机上，通过专家及时解答农牧民遇到的

问题，并及时向农牧民提供最新的农牧业科技信息，同时，

农牧民还可以通过平台发布农牧业供求信息，扩大销售渠道。

平台开通以后，盟科技局开展一系列工作，保障平台良

好运行。一是与盟农牧局、气象局等单位进行对接，实现信

息共享，在平台上发布农牧业咨询、技术信息、农情预警及

气象信息；二是在各旗区开展平台安装及使用方法培训，组

织农牧业技术人员及各嘎查、合作社代表，进行现场教学，

印发安装使用手册，扩大用户量；三是带领专家队伍，进行

农牧业现场咨询服务，在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针对近期

平台上咨询比较集中的玉米粘虫病，“12396”平台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看诊，对出现病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给出了详细的解决办法，让农牧民深刻的体会到了服务平

台所能带来的好处，赢得了一致好评。

（阿拉善盟科技局   刘 倩）

阿拉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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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认定首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近日，呼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根据《呼和浩特市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本着“企业自愿、政

府引导、动态管理、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市知识产权工

作试点单位的基础上，经过申报、推荐、评审、考察、审核、

公示等程序，正式认定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内蒙

古和美科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 3 家企业为首批“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据统计，3 家认定的企业 2014 年—2016 年共投入研发

经费 24684.16 万元，申请专利 75 件，其中发明专利 41 件，

占比 54.7%；授权专利 45 件，其中发明专利 22 件，占比

48.9%；主导产品中含专利 28 个，专利转化实施比例达到

80.5%；专利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41.56 亿元，占同期企业销

售收入比重为 74.1%。

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工作的开展，为全

面培育和提升呼和浩特市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政策方向、评价标准和激励措施，对下

一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

促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优势集聚具有重要作用。

（呼和浩特科技局  武雪彬）

呼和浩特

北重集团研发出专攻雾霾的“大炮”新克星

北重集团生产的雾炮抑尘车又称之为多功能抑尘车，因

其外型神似“大炮”，所以又称之为雾炮抑尘车。

雾炮抑尘车是在北重集团专汽公司原有的多功能洒水车

基础上，增添了远距离喷雾抑尘的功能，对治理工业生产、

汽车尾气、秸秆燃烧等产生在空气中的细小悬浮颗粒有显著

的效果。它的主要功能是喷雾抑尘，同时还兼备洒水和道路

冲洗功能，是我们城市环卫的有力帮手，抑尘防霾的绝佳神器。                                       

（北重集团）

包头市南海湿地保护与修复院士工作站揭牌

8 月 22 日，包头市南海湿地保护与修复院士工作站揭牌

仪式在东河区举行。该院士工作站是全国唯一一家以黄河流

域为研究对象的湿地保护与修复院士工作站，它的成立对于

推动沿黄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包头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赵江涛，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

土共同为包头市南海湿地保护与修复院士工作站揭牌。

据了解，包头市南海湿地是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重

要的城市湿地，是黄河流域纬度最高的湿地，具有资源的稀

缺性、珍稀性、典型性等特点，多年来已成为内蒙古沿黄湿

地保护与利用的典型和示范。但随着城市的发展，湿地保护

与修复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解决保护与修复中存在的技术

瓶颈，南海湿地管理处与以中国工程院刘兴土院士为核心的

院士团队，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共同解决湿地保护与修复

中存在的问题。

包头市南海湿地保护与修复院士工作站，主要致力于湿

地保护与修复技术的相关研究，研究方向包括湿地重建及退

化湿地的生态恢复技术、湿地动植物生态学研究、城市污水

治理与资源化、湿地环境监测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等。目前计划合作的项目包括《包头市南海湿地底泥污

染监测与营养物释放规律研究》《南海湖二海子湿地生态系

统水质净化能力研究》《南海湖生态系统监测与安全评估》，

涵盖了南海湿地的底泥、水质、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等方面

的研究，目的是以南海为基点，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着

力解决湿地治理方面的技术难题，从而推动沿黄湿地保护与

修复技术的发展，为黄河流域湿地的保护与修复作出贡献。

（包头日报  张群群）

包头

呼伦贝尔市揭牌成立三家院士工作站

近日，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院士专家

工作站、血液病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呼伦贝尔林业院士专家

工作站揭牌成立。

这三家院士工作站由呼伦贝尔市政府推动建设，以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其团队为研发核心，以呼伦

贝尔市研发机构为依托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科技创新

平台。院士专家工作站坚持以“需求为基础，项目为核心，

科技为主体，实效为根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院士及其

专家团队的优势和影响力，把前沿、高端的科技引进到呼伦

贝尔市，推进“草原英才”工程，培养高层次人才，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院士工作站在呼吸及危重症医学专科发展、

呼伦贝尔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呼伦贝尔沙地生态

系统效益监测以及优良树种选育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开展重点

攻坚工作。工作站将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的引领作用，推动呼

伦贝尔市医疗体制改革、创造良好医疗环境、强化林业科技

基础研究，促进科技在林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和深度融合。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0 家院士工作站，为全市经济健康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呼伦贝尔科技局  沃 晶）

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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