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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稀土高新区多措并举，创新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

 近日，我国稀土领域的院士、专家、各地的行业代表和世界多国参会代表齐聚“稀土之都”包头，参加第11届包头
稀土国际论坛。

 今年，包头稀土高新区继续将中央“转变挖土卖土、依靠资源创新发展模式”的要求转化为生动实践，聚焦高质量
发展，聚力加速度前行，包头稀土原材料就地转化率提高到75%，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占比提高到51.1%，包头从
单纯的稀土原料基地成为全国三大稀土新材料基地之一，粗放型发展方式被终结。

 政策助力产业，夯实发展基石

 日前，记者在包头稀土高新区长安永磁电机公司看到了六百千瓦船舶电力推进电机的产品。

 “它的功率密度要高于西门子的电机，而体积和重量仅仅是西门子电机的四分之一，在技术上做到了国内领先，而
且我们的产品都是自主研发的。”公司总经理助理苏锦智介绍说。

 该公司正是政策护航下的受益者，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成功开发了10多类300多个规格的高精密稀土永磁电机
。

 包头稀土高新区近两年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稀土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支持稀土新材料产业园区
发展十条政策》《稀土高新区对稀土新材料企业给予销售奖励的实施意见》等一大批针对性极强的政策，从原料保障
供应、用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电价优惠、产业基金、销售奖励及贷款贴息等10多个方面加大了对稀土电磁产业和
企业的支持力度，市区两级财政为稀土企业累计兑现稀土新材料奖励等资金已逾4亿元。

 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局局长孙永革说：“以政策优势和资金红利大力扶持稀土产业，我们要达到的
目的就是企业在前面奋力发展，政府力量在后面发力助推，创造一切有利于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的便利条件。”

 硬核科技加持，引领产业方向

 在包头市稀土研究院，课题负责人黄焦宏设计研制的复合式室温磁制机（冷藏柜）最大制冷温差达到23℃，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我们的磁制冷产品用磁性材料和水做媒介，比现有的气体制冷要节能30%到50%。”黄焦宏说。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告诉记者：“镨钕金属一吨售价大概为40万元，我们把镨钕金属做成钕铁硼，
一吨能卖上百万元，再把钕铁硼做成伺服电机、做成机器人，价格更高了。”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依托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10多家稀土应用研究机构，利
用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稀土永磁材料等4家院士工作站，提高稀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同时，组织实施近百项稀土产
业关键技术开发、中试及产业化项目，取得发明专利110多项，使稀土资源“料成材、材成器、器高端”，逐步掌握
稀土市场话语权、技术控制权、创新引领权。

 包头稀土高新区工信安监局科技处负责人王黎莉告诉记者，高新技术可以让稀土新材料产业的效益呈几何式增长，
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也是稀土新材料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稀土之都，包头市当仁不让地将稀土新材料技术研发放
在了产业发展的首要地位。

 优化创新环境，用好产业人才

 近日，内蒙古中天宏远再制造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宏远）与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合作完成3个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重点突破了稀土氧化物微球国产化、新型稀土表面改性材料、稀土耐热材料及加工工艺等技术难题，核心技
术产品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天宏远董事长赵臻向记者介绍，包头市通过加大简政放权改革，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政策的“立改废”工作，吸引
聚集科技创新资源，让他们的企业在不到5年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好的成就。

 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包头稀土高新区积极打造“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基地，搭建起中国生产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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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分院、包头企业大学等九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发挥“互联网+”服务、培训、第三方服务和多媒体展示推广发
布四大功能，形成“科技型服务”新模式。建立企业改制上市和挂牌“绿色通道”，对成功上市企业补贴100万元；
全额减免席位制办公场地租金，并在科技创业成熟的服务体系和配套设施基础上，引入多家服务代理机构，提供工商
注册、法务咨询、财务代理等服务；筛选企业家、投资人等领域40名专家组建导师团队，为创业者答疑解惑、指点迷
津。

 “除了服务，高新区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稀土产业发展配套基地，相继建成稀土应用产业园、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
地、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为承接国内外稀土项目的转移及科研院所项目的产业化构建了良好环境。”孙永革强调。

 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的投产运营，彻底破除了永磁后加工电镀瓶颈，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提高了就地成品化率。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实现企业“拎包入住”，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英思特、江馨微电机、拓又达等稀土终端应用企业
在基地快速投产。（李宝乐 本报记者 张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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