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5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个人投资者 杨钊 

时间 2023 年 8 月 28 日 (周一) 上午 8:30-10:00 

地点 公司种业中心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邓一新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调研人员实地到访公司，参观了公司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草业

技术创新中心、数字草业指挥中心、种业智能工厂、种质资源圃

等，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主要内容如下： 

1、请介绍一下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内容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回复：目前，公司依托“特色种业”+“数字技术”、“保育繁

推”一体化运营体系，主要从事草原生态恢复、矿山修复、盐碱

地改良、荒漠治理等生态修复、环境治理业务；草种业、草业技

术创新；林业、草原碳汇开发利用等业务。未来，公司继续按照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引的方向，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规划，

以特色种业为抓手，将草原生态修复与草种、草产业发展、草原

碳汇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打造草原生态保护、草业高质量发展的

“排头兵”。 

2、公司前几年累积的应收账款比较大，但半年报财务报表显示

现金流状况边际向好，公司如何看未来应收账款向好的持续性问

题？ 

回复：自 2018 年以来公司调整发展战略，主动控制业务规模，



 

 

严格筛选优质项目，并通过提升管理水平，控制成本费用开支，

努力消化前期大规模施工产生的经营性负债，同时公司前期建设

的 PPP 项目已基本全部进入付费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得到显

著改善，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18 年-2022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18.72 亿元、-4.42 亿元、-4.37 亿元、5.79 亿

元、3.51 亿元。2023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57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70%。现金流呈现持续稳定向好的趋势。同

时，公司 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 40.63%，1 至 2年应收账款占比

35.31%，2年内应收账款合计占比达 75.94%。公司累积计提坏账

准备 5亿元。迄今为止，尚未产生一笔坏账损失。公司的现金流

已经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持续稳定、向好。下半年随着地方化债

政策的推进，预计公司的应收账款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回款，现

金流将一进步向好。 

3、近期央行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地方债务

表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等，各项化债政策的陆续出台

会对公司形成怎样的影响？ 

回复：2023 年 7 月 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

化债方案”，为解决地方债务实施的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在下半年

重启发行，额度约 1.5 万亿。随着下半年这些政策推进和实施，

公司也将受益于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的行业利好政策，预计公司下

半年现金流情况将会更加稳定向好！ 

4、国家提出了“三北工程”建设和加强荒漠化治理等重大生态

治理工程，公司今后将如何去争取更多业务订单，有什么好的方

案，为国家防沙治理作出贡献？ 

回复：6 月 6 日国家领导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考察，主持召开加

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并指出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

间，把“三北”工程建设成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

生态安全屏障。并强调要健全“三北”工程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



 

 

体系，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公司是内蒙古和西北地区唯一

的生态修复类上市公司，公司多年来扎根在内蒙古、青海等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一线，研究、驯化乡土植物，专注草业、生

态技术工程领域的科研创新。累计修复国土面积 3000 万亩。2022

年公司应用于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修复、乌拉盖河流域盐渍化草

地治理、科尔沁沙化草地飞播、乌珠穆沁风蚀沙化草原修复、荒

漠草原退耕地植被重建、呼伦贝尔扎赉诺尔露天矿生态修复的 6

项技术入选科创中国林草领域技术应用案例。这些技术应用案例

涉及不同类型退化草原修复、矿山治理、生物多样性恢复等。公

司在草原生态恢复、荒漠治理等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研发优势、

质量优势、运营管理优势，有各种大型复杂修复项目的承接能力

及良好的“蒙草”品牌形象。公司有能力完成重大生态治理工

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助力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蒙草力量。 

5、据悉，我国和蒙古国正在积极推动蒙古国“种植十亿棵树”

计划。在这方面公司有什么优势可以参与到以上项目吗？ 

回复：近年来，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2023 年以来尤为严重。

为了帮助境外沙尘源地的植被恢复，减轻沙尘暴的危害，我国和

蒙古国正在积极推动蒙古国“种植十亿棵树”计划。2023 年 5

月 4 日，在外交部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和蒙古国总统环境与绿色发展顾问一行访华，推动蒙古国

“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及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代

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实地考察了

相关项目。随着我国进一步加强跨境沙尘和沙源地治理，帮助境

外沙尘源地的植被恢复，生态治理行业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外蒙古接壤，与外蒙古有基本相

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公司多年来，在研究抗旱、耐寒、耐

盐碱、耐踩踏等植物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实施的呼

和浩特敕勒川草原、阿拉善贺兰草原、乌拉盖草原修复、科尔沁

沙地飞播生态修复、阿拉善荒漠治理等重大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公司在草原生态恢复、荒漠治理等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研

发优势、质量优势、品牌优势和运营管理优势，公司有能力完成

重大的荒漠化治理工作。公司高度关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机

会，积极拓展相关业务领域。 

6、请介绍一下公司在草（种）业领域的布局？ 

回复：目前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林草局

草原研究中心等 10 余家科研院所、高校历经两年牵头组建了内

蒙古自治区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正在申报国家级草业技术创新

中心。草业技术创新中心汇聚了国内顶级专家、资源，加快草业

科技成果转化，减少草业对外依存度，解决我国草种业“卡脖子”

问题，实现国家草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推动草种业

的快速发展。2023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加大了草（种）业领

域的投入，布局多个草种基地建设项目。在鄂温克旗新建十余万

亩优质羊草生产示范基地。项目建成后，年产羊草草种 1850 吨，

优质饲草约 27000 吨，成为羊草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繁育

基地，辐射带动北方地区羊草产业发展。在乌拉特中旗建设优质

乡土草种繁育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高乡土草种繁育技术，

实现乌拉特中旗草原草业高质量发展。在陈巴尔虎旗建设乡土草

种收集、选育及良繁基地，在乡土草种收集、选育及良繁基地建

设，草原、矿山生态修复，智慧畜牧业发展等方面深入合作，打

造种源、种植、采收、精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推动草业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在西乌珠穆沁旗拟建饲草种植基地及产业园区。

围绕现代畜牧业发展、草产业科技创新、草原生态保护与利用等，

建设西乌旗饲草种植基地及产业园区。在乌拉盖管理区建设高品

质草种、饲草精深加工基地，打造草业全产业链示范园区。建设

高品质草种、饲草精深加工基地，打造草业全产业链示范园区。

通过延伸“草种-生态修复－饲草－畜产品”绿色产业链，优化

草牧业布局，提升科技创新对现代生态畜牧业支撑能力和示范作

用，为本地和其他区域抗灾饲草应急储备，发展规模化高标准草



 

 

产业和养殖业提供保障。 

为实现草种自主可控，减少进口依赖，满足下游畜牧业对优

质饲草的旺盛需求，公司将充分利用草产业发展机遇，大力推动

草种、草产业发展，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7、目前公司有城中村改造相关业务吗？ 

回复：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今年相继中标的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

发区项目、和林格尔县绿化改造提升工程项目、伊利公园景观绿

化提升改造项目、口袋公园项目、绿道景观建设项目、西安市灞

桥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等均为可以提升城市总体绿化水平，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生态建设项目。2022 年，公司设计建设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小草公园获 2022 年缪斯国际设计奖银奖，该

项目公司创新“去边界化的生物多样性规划方法”用于生态项目

设计，集合了低碳、无废循环、生物多样性、海绵绿地等功能，

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低碳生态智慧公园”，已成为内蒙古网红

打卡地。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