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7 月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
夏时强调，“欠发达地
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
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
来增加科技创新力
量，以创新的思维和
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
驱动发展新路”，为宁
夏科技创新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不沿边不靠海的
宁夏，曾困顿于创新
发展的时代命题。而
今，在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的实干中，宁夏积
极探索、勇于尝试，终于
在创新的“星辰大海”

中寻得发展路径、找到前行节奏。
行走在宁夏山川，科技创新带

来的改变处处可见。
发展中的企业，依靠科技创新

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占领市场；各类
科研院所，依靠科技创新攻克项目，
实现成果转化、助力产业高质量发
展；辛勤耕作的农民，依靠科技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增产增收……

创新引领发展，创新开创未
来——这是实践证明的真理。

发展中的宁夏，也依靠创新拥
有了底气、增强了信心：

工业上，“大国重器”频频出圈，
宁夏“智造”迈入高端；农业上，枸杞
密码成功破译，小麦育种取得进展；
民生上，“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
疗”缩短了距离，便利了生活……

创新驱动发展带来的改变让大
家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发展决心。
我们相信，新时代，在新技术的引领
支撑下，还将有更多新希望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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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
新是必由之路。

近年来，宁夏坚定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统领科技事业发
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厚植创新力量，培
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涵养创新生态，创新研发、
成果转化、惠民服务、科技合作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近 3年全区 R&D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2.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27.2%；我区 2023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结
果显示，创新发展指数增长 6.3%，比 2022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持续向好的局面，得益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更离不开创新主体的积极发力。

一年来，宁夏出台了《关于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洼地的实施方案》《关于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全面构建以成果转化为导
向的科技创新体系。组织实施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 102项、县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项目 483项，
与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开展线上线下对接活动 100余
场次。争取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西北中心
试验站落户银川，建成宁东技术市场，支持中国矿业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在宁设立技术转移分中
心，全区技术市场、技术转移机构数量分别达到 7
家、18家。

同时，深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科技计划管
理机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技领域“放
管服”改革等改革任务，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科
技成果评价等改革试点，制定 8个方面 26项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通过“宁科贷”“宁科担”“宁
科保”“宁科补”等方式，撬动金融资本56.57亿元，同比

增长27.1%，支持852家次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提升“软实力”的同时，宁夏持续用好用足政策，

积极扩大“朋友圈”，为科技创新增添新助力。
巧借东西部科技合作“东风”，宁夏创新成果接

续涌现：吸引集聚 1万名区外科技创新人才参与我
区科技创新活动，加速推进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
领区建设，东西部科技合作区外主体由 25个拓展到
32个。深入实施创新协同联动工程，先后在北京、
上海、福建举办多场科技合作对接活动，支持企业在
区外设立飞地研发中心 4家，宁夏上海科创中心（人
才大厦）建成运营，签约入驻企业23家。

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下好自立“先手棋”、打好
自强“主动仗”，宁夏不断深化机制，注重抓好“引才”与

“育才”，让人才活力在科技创新大环境中竞相奔涌。
宁夏深入实施“才聚宁夏 1134行动”，推动出台

人才服务政策措施“12条”，“组团式”引进重点学科
博硕士 671人，全区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32762人，万
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达到52.92人年。

全区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重点学科，统筹
布局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950家，建设六盘山、贺
兰山 2家自治区实验室，构建形成了“青年托举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杰出科技人才”
梯次培养体系。

以科技为引领——合作，在更广泛的领域持续
深化；创新，以更丰富的形式推动发展。

展望新的一年，宁夏将以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科
技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洼地为目标，以高水
平建设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为抓手，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为美丽新宁夏建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024年 11月 25日，全区科技大会在银川召开，
162项科技项目获表彰。这些科技成果，也构成了
宁夏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

透过“数字”看本质，这样的变化令人瞩目：
首次评选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共提名

自然科学奖 80项，授奖 33项，全部来自高校和科
研院所；提名技术发明奖 7项，授奖 2项，全部来自
企业。

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丰
硕——162 项奖项中，“六新六特”产业领域授奖
70项，占比 43.2%，其中现代化工、新型材料产业领
域奖项最多，分别达到 13项和 11项，且有 2项是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比重进一步提升——授予的
125项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企业牵头完成 48项，占比
38.4%，较上一评审年度提升 7.1%，反映我区企业创
新活力不断提升。东西部科技合作成效显著——区
内创新主体与区外创新主体合作完成的项目 88项，
占比55%，较上一年度提升12个百分点。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聚焦产业发展关键、激发科

研院所创新活力……一年来，宁夏坚持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切实强化创
新主体培育，不断厚植创新力量，持续涵养创新生
态，有效增强创新动能，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基础
进一步夯实。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2024年，全区
谋划实施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143项、东西部科
技合作项目 156项，在高端智能制造、生物育种等领
域形成了一批重要技术和创新成果，煤制高端润滑
油基础油、超高纯钽制备、电力飞轮储能系统、智能
化反井钻机、海上风电大功率减速器、节水抗旱耐盐
碱春小麦新品种选育等一批技术取得突破，支撑宁
夏更多产业、更多领域向“领先”转变。

成果，是奋斗的注解，也是科技创新实践的最好
证明。

宁夏坚持把创新主体培育摆在突出位置，持续
加强创新企业梯次培育，制定出台科技型企业、高成
长创新型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106家，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298家，评选
自治区创新型示范企业 27家，培育雏鹰企业 80家、
瞪羚企业 31家。组建自治区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5
家、创新联合体 10家，培育自治区级企业孵化器 4
家、众创空间 13家。强化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训，线
上线下培训企业53场2万余人次。

回望 2024 年，这样一组数字
振奋人心：全区研发经费投入达
85.5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1.61%；全区登记科技成果 1770
项、同比增长 41.72%，登记技术合
同 3734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47.88
亿元、同比增长18.19%。

跃动的数字背后，是一项项科
技政策的持续落实、一次次迎难而
上的锐意攻坚、一遍遍扎实深入的
机制完善。

在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中奋
勇向前，在百舸争流的创新竞赛中
抢抓机遇，宁夏以新理念开辟新赛
道、实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一）

（二）

宁夏锦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将材料送进机床。本报记者 李宏亮 摄

银川市黄河东岸，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地域已成为生态绿洲，成片的
光伏发电板与绿植交相辉映（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基于政务服务大语言模型构建

技术研究与示范（宁夏希望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动车组制动系统研发

（宁夏维尔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钽钨、铌钨合金与抗氧化

涂层技术与应用研究（宁夏东方

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砂型3D打印的智能仿生铸型研

究及应用（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千米级大直径智能化反井钻机研制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耐高温型聚氨酯弹性纤维研发及示

范（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

宁夏牛奶品质性状的挖掘与应用（自

治区畜牧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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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拍镜头下的巴斯夫杉杉电池材
料（宁夏）有限公司。本报记者 王晓龙 摄

↓ 中卫市海原县海兴开发区，宁夏中车新能源有限公司风电整机装备制造
项目现场，工人操作天车将主传动链置入机舱罩。 本报记者 王晓龙 白茹 摄

↑ 位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50 亿元的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

（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基于项目研发形成的“希言
大模型”顺利通过中央网信办生
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审批
备案，标志着我区在人工智能大
模型建设上实现“零的突破”

项目研制的高速动车组制动
系统关键零部件产品获得中车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的
“铁路车辆零部件技术审查试装
证书”，实现国产替代

发明了多种抗氧化涂层，解
决了合金部件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的高温氧化难题，发明了钨合金
板材加工工艺，贯通了钽铌合金
与钛合金焊接、与复合材料部件
连接等全套新技术，推动难熔金
属与高温抗氧化涂层材料技术进
步，提升了钽铌高端产品制造水
平和研发生产装备能力

项目围绕砂型3D打印中镂空技
术的研究应用及软件开发进行攻关，开
发应用仿生镂空铸型设计软件，开展砂
型3D打印仿生镂空铸型工艺智能设
计及其对铸件的性能提升研究，降低了
3D打印成本，提高了铸件性能

项目研制出国内最大的智能化反井
钻机钻深达千米，扩孔直径达7米，实现
反井钻机工作过程全自动化和远程安全
操作，攻克深部复杂岩体高效破岩、高可
靠性钻架和智能化电控系统等关键技
术，实现了大直径深井钻井装备国产化

项目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
高温型氨纶新产品生产工艺技术和耐高
温型氨纶新产品，相关指标符合国际国
内市场对耐高温氨纶的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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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构建了宁夏牛奶特异品质性状
指纹图谱、风味数据库和宁夏牛奶品质
性状敏感指标数据库，明确了宁夏牛奶
风味和产地溯源的敏感指标，突破“功能
性脂肪酸牛奶调控”等7项关键技术

新赛道 新气象 新发展
本报记者 马 越

↑ 检验员在国家枸杞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作业。
该中心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获
批的“国字号”枸杞检验检测中心。

本报记者 白茹 摄

← 国家电投集团铝电投资有
限公司青铜峡分公司生产集控中心。

本报记者 王鼎 马赛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