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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 推 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型内蒙古建

设，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提

升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和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科技创新能力，取

得了良好成效。

 一、十八大以来内蒙古
生态文明建设科技成效

（一）打造良好科技政策环境
为激发生态环境领域创新

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结合实际，

先后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内蒙古

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内蒙

古自治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改

善科 研基础环境、推动分配政

策落实等方面为生态文明科技创

新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将生

态修复、节能环保、新能源、新

材料等领域技术创新列入自治区

“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主要任

务，并制定了生态建设、环境保

护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明确重点

目标，稳步推进。

（二）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

一是 提升了重 点区域 大气

污染防 治科 技创新能力。针对

乌海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联治，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与乌海市联动，开展了复合

污染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提出

了“源头防治—自燃治理—生态

修复”的综合防治路径。组织专

家结合实际列出了“乌海及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重大技术瓶颈

清单”，进一步找准科技创新着

力点，聚焦抑制矸石山自燃与复

燃、焦化行业污染控制、矸石山

生态修复等重大技术瓶颈，布局

了“乌海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重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科

技重大专项，组织实施技术攻

关，建设成果应用示范工程。

二是加强了“一湖两海”生

态治理科技支撑能力。围绕抓好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的生态

综合治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组织区内外专家提出“一湖两

海”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和急需

解决的科学技术难题，组织中科

院南京湖泊所、内蒙古大学等区

内外优势科研力量围绕污染削减

控制、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水

域承载力评估等开展协同攻关。

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向科

技部汇报“一湖两海”综合治理

重大科技需求，科技部已将“内

蒙古生态脆弱区‘一湖两海’等典

型湖泊退化机制与生态调控”列

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 年度指

南，纳入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

（三）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科
技供给

一是相继组织实施了库布其

沙漠生态综合治理、呼伦贝尔生

态综合保护、阿拉善沙生植物资

源产业化利用等一批科技计划项

目，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与实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累计

投入经费约 2.16 亿元，形成了一

批新技术、新工艺，建立了技术

示范基地 30 余处，其中，高铝

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多联产技术、

宝伟君

加强生态文明战略定力，强化科技支撑保障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提升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和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自治区生态文明科技创新仍存在不少短板与现实需求。

为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作用，建议今后内蒙古自治区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加强全方位科技合作等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科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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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灾害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是通过争取科技部支持，

在沙漠化地区生态修复、退化草

地治理、生态产业政策研究、矿

井水资源高效利用等领域组织实

施了一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

得国拨经费支持 1.18 亿元，形成

了一批重大技术瓶颈，构建了基

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发展的

生态综合治理体系，形成的技术

模式广泛应用于西北各省、市、

自治区生态建设。

（四）完善平台载体建设
在生态环境、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节能环保等领域，累计培

育建设各类重点实验室 15 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 家。其中，

“清洁煤基乙炔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套工艺，引导煤化工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同时，国家大院

大所在自治区内累计建设生态治

理野外试验示范台站 36 家。中

科院南京湖泊所在呼伦湖建立的

“呼伦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

观测研究站”，与当地管理部门

共同开展科研监测与技术示范。

建设了全国首个以发展沙产业为

主的阿拉善乌兰布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创新多种生态产业模

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正在示

范符合战略定位、体现特色，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路子。

（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推动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

技术扩散、流动、共享、应用。

2018 年， 在 生态建 设、 节 能 环

保、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实施

了科技成果转化引导项目33 项，

投入 5000 余万元，促进科技创

新成果与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深度融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牵

头与宁夏、甘肃、新疆、青海、

甘肃五省区科技厅和阿拉善盟主

办了两届“全国沙产业创新创业

大赛”，共吸引全国 500 多个有

产业化前景的项目参赛，打造了

全国沙产业科技创新创业平台，

促进相关科技成果在自治区沙漠

化地区落地转化。

二、内蒙古生态文明科
技创新短板与需求

一是内蒙古自治区属于欠发

达地区，科 技创新整体能力不

强，创新环境和机制体制有待优

化，出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科

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区域发展

不平衡，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

尚未完全建立。

二是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依

托各种科技项目的实施创造和催

生了一批科技成果，但目前成果

应用零散，没有形成系统性、规

范性的推广应用 ；没有充分发挥

好国家大院大所在自治区建设的

众多野外试验台站、示范基地的

辐射引领作用，这些平台载体的

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更少。

三 是 鉴于内蒙 古“ 一 湖 两

海”生态综合治理复杂、稀土矿

场地污染治理难度大、固废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不高，急需在这些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领域获得

国家支持，统筹全国优势科技资

源，攻克重大技术瓶颈。 

三、加快内蒙古生态文明
科技创新发展建议

一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落实十九大关于构

建绿色创新体系部署和国家即将

出台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构建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

实施意见，加强生态建设科技、

金融、税收、管理、制度等政策

研究，推动与科技部共建荒漠化

防治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推

进鄂尔多斯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提供荒漠化防治

中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国家大院

大所在自治区境内建设的科研平

台，优化整合自治区各类科技资

源，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

水平。

二是强化生态环境科 技创

新。围绕荒漠化防治、草原森林

生态系统保护、污染防治、新能

源与清洁能源等，组织实施一批

重点科技计划项目，聚焦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部署和生态文明建

设重大科技需求，建设一批科

技示范工程。同时，在相关领域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提高解决区

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支撑

能力。

三是加强全方位科技合作。

加强与大院大所和知名高校科技

合作，促进生态环境领域高水平

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加

强厅际协同，强化部门间生态环

境创新政策制定、落实方面的衔

接协调。加强与相关省市合作，

继续办好“全国沙产业创新创业

大赛”，争取纳入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序列。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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