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40 孔、60 孔等多款新产品，实现稀土产业链

的延伸和绿色转型。

希捷环保总经理王志民告诉记者：“今年，我

们在做好成熟技术转移转化的基础上，将不断加

大更高科技含量、更广应用领域的新产品研发。”

稀土高新区高度重视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不断完善服务链条、优化政策环境，逐步建立

起服务新型研发机构的“双向征集反馈、院企双

向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跟踪服务、基地承接

项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新型科研院所科技资

源优势，着力推动稀土、铝铜深加工、装备制造等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常铝、华鼎铜业、震雄铜业、

威丰电磁等企业研发的稀土铝、稀土铜、硅钢等

新材料，进一步提升了材料的性能，大幅提高了

产品的附加值；建成稀土新材料工业互联网平

台，成立“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共同体”，为

工业互联网建设提供持续稳定高效的技术支撑，

从技术“输血”到创新“造血”，加快形成自主可

控、安全稳定的技术创新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

的科技基石。

◎本报记者 华 凌 通讯员 田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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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贾婷婷

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北京经开区将培育集

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第

五代移动通信（5G）等特色产

业集群，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新

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推

动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形成协

作配套、协同发展的产业格

局，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品牌。

截至目前，稀土高新区各类人才累计组织实施关键技

术攻关和重点成果转化项目500多项，每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73.2件，每万人专利授权量256.56件，连续五

年位列包头市第一。

500多项
7 月 3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内蒙古包头稀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稀土高新区）科

技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园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

企业、研发平台加速集聚，总量分别达到 116家、

41家、23家、97家，形成跨越式增长。

在一系列创新资源引发的质变下，稀土高新

区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企业前五个月的产值达

38.2亿元，同比增长 89.9%；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

术企业前五个月的产值达 130.4 亿元，同比增长

39.3%，高端产业已成为稀土高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稀土高新区围绕内蒙

古自治区“科技兴蒙”战略行动和包头市“四基地

两中心一高地一体系”建设目标，精准落子，咬住

目标，实施产业关键技术攻坚重点专项；着眼产

业变革方向和稀土新材料、有色金属、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瓶颈，以

产业清单、技术清单、项目清单方式加快突破关

键技术，加快建设“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努

力打造科技创新的引领性力量。

在一条工业生产线上，要实现精准找到托

盘，再把它放在绕线工作区里，这些工作一般需

要几个人协同才能完成。而在稀土高新区，一台

机器人几秒钟就完成了这一流程。这全靠一款

由包头中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智

能）研发、添加了稀土元素、质量和体积均非常小

巧的稀土永磁伺服电机，它能精准控制机器人的

速度、位置和方向。

工业机器人关节越多，柔性和精准度越高，

对伺服电机的要求也就越高。以前，这类高端伺

服电机在国内基本依赖进口。中科智能经过 3

年技术攻关，掌握了关键技术，实现了高端机器

人伺服电机国产化。

“正是有了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的决心，以及

包头市和稀土高新区配套政策和经费的扶持，企

业才在产品转型升级上实现新突破。”中科智能

副总经理董俊杰说。

近几年来，稀土高新区充分发挥包头稀土研

究院、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职能，

成立了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中欧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积极开展技术攻关，面

向园区企业征集技术48项，经专家评审评出稀土、

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关键技术18

项，并引导专家逐一帮助企业攻克解决技术难题。

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还组织 23 个院所的

40余名专家、教授与 180余家企业进行技术对接

累计 42次，促成技术难题联合攻关 40项；并围绕

金属熔体净化、医学影像等技术领域，邀请上海

交大、燕山大学专家举办科技互动驿站 4 场；推

动震雄铜业、北方股份、长安永磁等 75家企业与

中科院、上海交大、北理工、哈工大等著名高校、

科研院所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

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84

项，加快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态，完善以产

业需求为导向的创新研发和产业体系。

强化技术引领 解决一批难题

大型电动轮矿用车可以实现双模驾驶（有

人/无人），当整车处于无人驾驶模式时，只要驾

驶员使用方向盘、油门踏板、制动踏板等任意车

辆操控装置，无人驾驶模式将自动切换至有人驾

驶模式。

近日，由内蒙古北方股份自主研发、拥有独

立知识产权的 NTE360B 电动轮矿用自卸车，是

该企业首次在大型电动轮矿用车上采用整套国

产化电驱动系统，实现了大型矿用车在关键零部

件国产化以及整车性能、技术架构等方面的重大

突破，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空白。

近来，在稀土高新区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

引导、推动下，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希捷环保）不断建立健全企业

科技创新制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该企业研

制的 60 孔清洁高效稀土基烟气脱硝催化剂，在

0.02 平方米的横截面上分布有 3600 孔，烟气催

化有效接触面积增加了 8 倍，脱硝能力大幅提

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截至目前，该企业累

计 获 得 上 级 科 技 资 金 1622.5 万 元 ，开 发 出 35

激发企业潜能 提升创新能力

“高纯度稀土金属镱钯材，纯度达 99.99%以

上，主要应用领域是新一代面板材料 OLED有机

发光材料。作为新材料，它替代了传统的金属镁

和金属银，主要应用在手机面板、新型数码手表

上，作用是降低能耗，提高分辨率，让人眼能更

直观地感受到色彩饱和度。”包头稀土研究院

中试基地科研人员程子洲介绍，自 2013 年起，

该项技术启动实验室研究，到 2016 年，实现技

术突破和成果转化，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全体

科研人员除在制备技术上精钻细研，更把工作

重点投入到生产线的设备研发生产上，经过不

断尝试，终于实现生产线设备全部自主研发设

计、国产化的目标。

人才高度决定创新高度，创新高度决定产业

高度。为了能够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企业创新需

求，稀土高新区立足产业实际，积极转变角色职

能，加速技术和人才要素集聚，制定、出台了“人

才八项新政”。稀土高新区重点在企业引进和培

育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端专

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博士后人

才、留学归国人才及鼓励人力资源企业引育人才

等方面，量身打造一系列含金量高、吸引力强、辐

射面广的激励政策，筑牢招才引智“凤凰巢”。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稀土高新区在稀土、

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已

入库人才 1606 人，累计吸引以海归创业为主的

各类高层次人才 423名；各类人才累计组织实施

关键技术攻关和重点成果转化项目 500多项，每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73.2件，每万人专利

授权量 256.56件，连续五年位列包头市第一。

“今年，稀土高新区将加大与国内外知名科

研院所合作力度，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科技

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开展产

学研合作，并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方式不

断为企业争取各类发展资金，助推企业科技自

强自立和高水平发展。积极构建全要素创新生

态，在提升创新平台、加强创新活跃度、培育创

新主体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加快推进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稀土高新区工信安监局

局长吴铁山说。

紧贴产业需求 出台人才新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北京经开

区）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地再次彰显

实力。近日，国际信息显示学会（SID）中国区显

示行业奖榜单发布，京东方、集创北方等代表性

企业斩获金奖。

以关键技术驱动产业变革

随着 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技术逐步

成熟，显示产业作为信息交互的重要端口，将持

续引领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发展。面对新机遇，

北京经开区作为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技术

创新示范区、高精尖产业主阵地，聚集了一大批

高端信息消费产品创新研发企业；近年来成功打

造了以京东方为龙头的显示产业集群，以及超高

清电视技术研究和应用实验室等平台载体，基本

形成了从研发到整机再到数字内容的全产业链，

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显示产业经济。在本

次 SID 中国区显示行业奖中，共有 50 个显示技

术产品登上获奖名单，其中北京经开区上榜技术

产品近 20个，占总数四成以上。

北京经开区聚力实施“白菜心工程”，在 5G

芯片、存储芯片、新型显示专业芯片、光刻机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重点领域，在车载高精度传感器、

高精度地图、车规级芯片、智能操作系统等智能

汽车重点领域，在创新药和创制制剂、基因诊疗、

高端医疗器械、现代中药等医药健康重点领域，

在特种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智能检测与装配、伺

服电机等智能制造重点领域，着力突破一批关键

技术，布局光刻机测试验证平台、临床医院等科

技支持平台，加快形成以关键技术驱动产业变革

的全新格局，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文化传媒、

教育、医疗、工业等多行业或领域融合。

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

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等四大主导产业，北京经开区分别专门出台高质

量发展“8 条政策”。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8 条政策”包括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打造产业创新平台、推

动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鼓励产业融合、加快改造

升级、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协同、加强金融

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完善产业创新生态。

具体来看，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北京经开区将培育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

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特色产业集群，支持企

业参与国家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

业集群联动发展，形成协作配套、协同发展的产

业格局，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品牌。

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北京经开区将

聚焦 5G 芯片、存储芯片、新型显示芯片、射频和

功率器件、车规级芯片等方向，支持以企业为主

体、创新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和供应链深度合作的

模式，在集成电路设计、成套工艺、特色封装、核

心装备、关键零部件及材料等领域进行进一步拓

展。对于面向解决国家战略需求的集成电路关

键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按一企一策方式给予

支持。

在推动技术集成应用示范方面，北京经开区

将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应用示范区建

设，加快 5G、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应用落地，加快推进 5G超高清视频、车联

网、工业互联网等行业应用。优化园区内应用场

景资源供给，最高给予 1 亿元资金支持，每年重

点支持 10个以上高水平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示范项目。

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协同方面，北京

经开区将鼓励企业在集成电路 EDA 工具及 IP、

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5G 设备制造、显示面板制

造和智能硬件产品代工等领域通过技术合作、供

应链协作等方式，开展合作研发、扩大生产。

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以来的产

业基础及经验积累，为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奠定了基础。随着目

标的达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消费、互动体验的

融合及应用场景也将不断优化完善，并营造新的

信息消费场景与市场需求，而新的消费场景与市

场需求也将进一步拉动经开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发展。

揽四成显示行业大奖，北京经开区有何诀窍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吉芷晓）6 月 12 日，常州外国语学

校、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常州市机关幼儿园与常州科教城管委会正式签约

入驻科教城，将通过合作办学，将科教城加速建成优质基础教育新高地。

“这是我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打造的优质‘民

生工程’，旨在进一步提升科教城发展能级、创优人才发展环境、创新人才

宜居宜业生态，推动科教城高质量发展。”常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科

教城党工委书记韩九云说。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绝大部分科教产业园区都建立在城市的

新规划发展区，而许多基础教育的优质资源却集中在主城区。因此，对于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来说，子女的入学问题成为最让人头痛的一件事，有的

直接影响到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和生活。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让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没有后顾之忧？

今年，常州科教城党工委决定联合武进区教育局、常州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常州市机关幼儿园，共同打造高质量基础教育品牌。

常州科教城投控集团董事长刘龙才透露，规划建设的科教城教育板

块面积为 137亩，将分别建设初中、小学、幼儿园和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后

分别委托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和常州机关幼儿园一体化

管理，致力于创新引领与教育资源“同频共振”，打造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品

牌学校，保障科教城高层次人才子女和周边居民适龄儿童“在家门口能够

就近入学”。

解决高层次人才后顾之忧

常州科教城引入优质教育资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 通讯员欧阳钢桥）6 月 29 日，南宁高新区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平台建设运营相关情况。

科技日报记者获悉，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平台对南宁市、南宁高新区提

升双创服务能力，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南宁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平台是

南宁高新区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举措之一，是以高新区为龙头构建

“1+N”双创联动格局的行动之一。2020年 11月 13日，南宁高新区双创服

务云平台上线运营。自该项目启动以来，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平台已

完成政策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双创服务、东盟出海五个功能板块的

建设并投入运营。

截至目前，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平台投入运营 8个月，已注册用户

1000 多个，上传各类服务数据 1800 余条。同时，南宁高新区双创服务云

平台政策、金融、人才等板块相关服务功能开始发力。2021年 4月 12日，

南宁高新区经发局按照《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促进

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相关要求，通过双创服务云平台在线兑现高企

奖励、发明专利奖励、企业争创荣誉奖励等 19 条惠企政策，辅导 447 家企

业在线申报惠企奖励，其中 187 家企业获得奖励约 2260 万元。通过双创

服务云平台，银行、担保公司、风投机构等有效对接的企业融资需求达

7500万元。

预计随着双创服务云平台推广力度的持续加大，将有助于强化南宁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线上服务能力。

双创服务云平台助力

南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升级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近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举行新闻

发布会，对《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人才自由港聚集人才若干措施（试行）》

（以下简称“国际人才自由港 10 条”）进行了解读。作为全国首个建设国

际人才自由港的措施，“国际人才自由港 10条”从引进顶尖项目、实施“揭

榜挂帅”、创新人才激励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为国际创新人才提供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

“‘国际人才自由港 10 条’创新实施‘揭榜挂帅’，对成功攻克的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按该项目总投入的 30%给予补助，择优支持不超过 10 个

项目，最高可达 1000万元。”广州市黄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灿表示。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细化榜单征集、

发榜、评估遴选、成果评价等程序和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

健康等重点产业，征集攻关需求，再由区内龙头科技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

构开展联合重点科技攻关，集中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

新产品、新技术。

“国际人才自由港 10条”加强对院士项目的支持，对院士在本区新设

立全国唯一的院士工作站，开展高端科学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建设重大

科研平台的，经认定，给予最高 1亿元资助，扶持力度全国最大。

“国际人才自由港 10条”创新推出“伯乐计划”，鼓励企业在重点人才

集聚地区设立人才工作站引进高端人才。引进人才入选各级重大人才计

划的，按每引进 1人给予最高 30万元的“伯乐奖”奖励。

“国际人才自由港 10条”进一步延伸扶持链条，对经认定的区高层次

人才创办企业、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核心团队境内成员，在本区唯一工作

单位获得的工资薪金年收入达 50 万—100 万元和 100 万元以上的个人，

分别给予 5万元、10万元补贴。

院士工作站最高资助1亿元

广州真金白银建国际人才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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