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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一、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1.重点实验室
安排自治区创新环境（人才、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实验室专

项）资金 1000万元，其中：实验室开放运行经费 400万元，支持
38家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的重点实验室；安排实验室开放
课题研究经费600万元，资助开放课题30项。对2014～2015年
到期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45项进行了结题验收。

开展新筹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落实推进
新疆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具体举措，协调新疆大学基于新疆优势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能源材料化学与应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筹建工作。

对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进行调研，主要了解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发展现状、依托单位对重点实验室的支持情况、实验室发
展规划、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听取了实验室负
责人汇报、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新疆光伏材料制备与应用技术实验室以新特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为依托，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提升多晶硅生产中四氯化硅
转化率的方法与研究》，对流化床内构件进行优化，开发高压控
制技术，解决多晶硅生产中副产物四氯化硅的排放及污染的共
性难题，实现四氯化硅100%循环利用，多晶硅生产成本将降低
2.88亿元/年。

新疆砾岩油藏实验室以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为依托，开
展《砾岩油藏相对渗透率测试技术及应用》 (2013～2017年)课
题研究。针对砾岩储层严重非均质和复杂连通性，研制了 5台
次适合大尺寸岩心多方向驱替要求的相对渗透率测试实验设
备。针对砾岩微观复模态孔喉结构和多重孔隙群稀网状孔隙流
态，提出了基于砾岩拟双重介质驱替压力变化模式的相对渗透
率曲线诊断方法，建立了一套解析-数值方法一体化的砾岩相
对渗透率计算数学模型，实现了变压变速等非稳态砾岩相对渗
透率测试数据的自动筛选和综合反演。该课题荣获省部级科技
成果三等奖，形成的技术和方法在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分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进行了推广应用。成为支撑新疆油田七中
区二元驱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值2.9亿元，实现利润1.1亿
元。

2.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完成2017年度新批准组建的14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

任务书审核工作。对2017年度57家运行期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进行实地考核评估，对评估结果“良好”以上的28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给予“以奖代补”经费支持。对验收不合格的7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予以撤销。完成2018年度13家组建期满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的验收会评和 14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中期考
核评审工作。

3.创新服务平台
2018年，科创网平台入网登记的企业共计 20450家。对入

网登记企业数据以及试验区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工作，形成
《2018年第一季度新疆科创网备案企业情况分析》。开发建立
新疆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监测平台，完成企业基本信息收集、数
据分析处理，与科创网平台进行对接，为后期“科淘平台”的审核
奠定基础。

4.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新疆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玉米产业联盟的龙头

企业,结合国内外玉米科技发展趋势，按照市场发展需求，开展
玉米产业链中涉及的玉米品种、制种技术、栽培技术、土壤肥料、
植物保护和农业机械等方面的关键技术以及新产品开发和产业
经济的研究，建立以现代玉米种业为主体，规模化、程序化、数字
化、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育种技术创新体系，研究开发
出一批早熟、高产、抗逆、适宜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玉米新品种。
建立了国内一流的区域玉米科技创新平台和技术支撑体系，引
领玉米产业技术升级，支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疆苗木花卉产业科技联盟以新疆呼图壁国家级苗木花卉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为中心搭建覆盖全疆、辐射国内外的信息发
布平台、技术成果的展示交流平台、物联网交易平台和技术咨询
服务平台；制定符合新疆特色的主要苗木花卉地方质量标准、生
产技术规程及机械化苗圃技术规范；以知名企业为依托，市场为
导向、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产学研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
系,对我区苗木花卉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南疆建
设品种齐全的玫瑰花原料生产基地和果品苗木繁育基地；在北
疆建设珍稀苗木花卉种植区和园林绿化、生态绿化苗木生产基
地。

5.产业联盟集群
成立新疆创新试验区先进制造业创新联盟集群、新疆创新

试验区安防产业创新联盟集群以及新疆创新试验区绿色农业创
新联盟集群。理事长单位分别由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联海创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
究中心承担。创新联盟集群通过整合五地七园现有的产业创新
联盟，实现“共闯市场、共享人オ、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目的，
为提升新疆创新试验区各项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试验区建设
发挥积极作用。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新疆哈密的总装智
能生产线，该生产线比传
统生产线更省人力、误差
更小，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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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人才队伍
1.组织实施“天山创新团队计划”
受理上报2018年度“天山创新团队”项目87家，经形式

审查和初审，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为 75项。经专家评议和公
示，最终确定了10家“天山创新团队”并给予资金支持。

2.组织推荐“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为加强自治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

科技领军人才和创业人才，成立一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引领和带动科技人才的长效发展，为自治区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按照好中选优、以用为本，向科研一线和企业倾斜，人才
与项目配合的原则，经专家评议、组织推荐、视频答辩，2017
年我区共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入选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4人。

３.组织实施天山青年和天山雪松计划
实施天山青年计划和天山雪松计划。对申报 2017年度人

才专项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遴选，评选采用了专家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共选拔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项目10个；优秀青年科
技人才培养项目66个；青年博士科技人才培养项目18个；基
层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57个,拔付资金共计1057万元。选拔
支持天山雪松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后备人选 14人；青年
拔尖人才后备人选5人，共计拔付资金330万元。入选的人员
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覆盖了二十多个学科技术领
域，活跃在科研一线，是自治区从事创新创业的骨干力量。青
年科技人员通过“天山青年计划”的支持，进一步奠定了科研
工作基础，获得了实践锻炼和外出培养机会，提高了自身科研
能力和技术水平，组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正逐渐成长为科技
战线的新生力量和未来的主力军。

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张敏博士，为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7月～2018年6月，以科研立项的
方式，承担自治区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项目。项目团队基于实验
及理论分析结果，分析出溴硼酸钾晶体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
在355 nm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溴硼酸钾非线性光学晶体的
研制，不仅能为含易挥发元素晶体生长体系提供技术借鉴，也
为紫外激光频率转换领域提供新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参与国际竞
争，推动紫外激光器的发展。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4件，发表
SCI论文 6篇，培养博士研究生 2名。项目研究成果在“第 18
届全国晶体生长与材料学术会议（CCCG-18）”荣获得晶体
图片展“杰出奖”。项目开展的研究工作有助于科技人员获取
新数据，发现新现象，开拓新方向，从而有力促进科学技术的
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科技创新创业领军后备人选代表刘天志，为新疆和田阳光
沙漠玫瑰有限公司负责人，2017年6月～2018年6月，以科研
立项的方式作为培养代表，承担自治区科技创新创业领军后备
人选项目。项目制定规范的和田玫瑰育苗裁培技术，提高苗木
的质量、种植技术水平和玫瑰花的产量，实现玫瑰年产200吨
鲜花。项目执行期内，共完成1129.87亩有机玫瑰基地的土地
平整、土壤改良、机井、灌排的建设工作。带动农民就业168

人次，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当地农户增收。通过项
目示范，规范了和田玫瑰花栽培技术，扩大玫瑰生产规模，提
高玫瑰产量，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升级。

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张传山，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研究员，2017年6月～2018年6月，以科研立项的方式作
为培养代表，承担自治区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项目。项目围绕包
虫病肝脏区域免疫病理损伤机制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利用
现有的科研平台条件，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等科研机构长期稳定的合作，申报国家专利1件，投稿SCI论
文1篇，协助培养博士研究生2名。通过项目扶持，科研团队
成员积极参加各类国内学术交流会议，与国内 5 名知名专
家探讨和交流，不仅给团队和课题学术研究支撑了新的理念和
方向，也提升了课题科学研究水平。依托项目支撑，进一步凝
练研究方向，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 团结协作、创新能力显
著的中青年优秀科研群体，成功申报获得自治区“天山创新团
队计划”。

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张雪梅，为新疆畜牧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6月～2018年6月，以科研立项的方
式作为培养代表，承担自治区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项目。项目围
绕中国美利奴羊和哈萨克羊进行Agouti基因缺失/插入突变分
析检测，确定印象毛色的关键插入/缺失突变，撰写研究论文1
篇。通过项目扶持，为新疆地方羊的毛色进化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发展前景，为制定相应的毛色选育方案、提高新疆地方绵羊
品种分子育种水平，进行遗传资源保护和新品种培育、选育提
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专家服务基层工作
对已建立的 3家专家服务基层基地进行了工作检查和验

收，完成情况良好，持续经费已拨付到位。根据自治区党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自治区专家服务基层工作的意
见》，7月经地州推荐，结合工作特点，对克拉玛依科技局推
荐的“克拉玛依天慧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专家
论证及意见征求等工作，最终确定为克拉玛依地区专家服务基
地。

在新疆和田一处玫瑰田里，农户在采摘玫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