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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安康城东新区绿色低碳环境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是一项为应对能源结构调

整和产业结构优化挑战而建设的项目。安康市将依托全国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

突出绿色低碳发展引领作用，把低碳城市试点创建工作作为实现全市转型发展、

提高区域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途径。项目鉴别期间，安康市在不同板块内初步

实施了 17 个子项目，主要包括低影响和韧性道路工程、绿色建筑、韧性城市建

设、防洪工程、环境治理与生态公园、以及生态绿廊等。 

本项目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贷款支持的建设项目，将由中

国陕西省安康市五里工业集中区作为执行机构。项目建议书预计于 2023 年 11

月提交亚投行执董会审批。项目准备期间，已进行过多次评估，并编制了不同

计划。这些工作主要涉及：社会影响评价（SIA）、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SEP）、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AP）和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本文

件描述了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结果 1。 

截止 2023 年 11 月 29 日，本项目建设位置和内容已基本确定。根据亚投行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程序和原则，结合具体子项目的情况，制定了本项目的《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SEP）》（“本计划”）。本计划识别出每个子项目涉及的

受影响方以及对项目有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必要许可方面）的机构，并分析

了项目对其的影响和利益相关方对项目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为项目的准备、设

计、实施和运营提供信息。 

为了实现有效和包容性参与，拟建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分为以下核心类别： 

1）受影响方——（实际或可能）直接受本项目影响和/或被确定为最容易

受到本项目相关变化影响、需要密切参与影响及其重要性确定活动以及缓

解和管理措施决策的项目影响区域内个人、团体和其他实体； 

2）其他利益相关方 ——可能不会受到项目直接影响、但认为或觉得其利

益受项目影响和/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项目及其实施过程的个人/团体/

实体；以及 

3）弱势群体 — 与任何其他群体相比，由于其弱势地位而可能受到项目不

成比例的影响或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可能需要特别参与以确保其在项目

相关协商和决策过程中具有平等代表权的人。 

 

1 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委托陕西科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社评单位”或“陕

西科社”）对本项目进行社会风险和影响调查评估并制定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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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方如下： 

a)  涉及征地拆迁或土地流转的 12 个受影响村村集体及村民。 

b) 12 个受影响村不涉及征地拆迁或土地流转的影响的其他村民，但因项目

建设可能受到环境影响、出行安全、施工扰动等。 

c)项目劳动者，具体包括： 

• 建设期，负责工程施工的劳动者，主要包括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聘请的

直接工人，工程承包商聘用的合同工人； 

• 负责运营期运行的劳动者，主要为项目执行机构聘请的工作人员，如管

理人员、保安、保洁、维修工等； 

• 主要供应商工人。 

本项目下弱势群体包括：受征地拆迁影响的 16 户低保户家庭，以及受影响

村/社区不受征迁影响的其他低收入群体。 

其他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主管项目落地及负责各种审批、各级政府部门、

街镇政府、村/居委会、社会团体、地方媒体、设计咨询单位及承包商等。本项

目识别了负责社会相关审批、许可和监督的关键政府部门，其中主要包括负责

用地审批的规资局、负责林地占用审批的林业局、负责传染病防治和监测的卫

健委。 

在对各子项目利益相关方识别和分析的基础上，本计划明确了项目办及执

行机构在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的职责和资源安排，并已经针对不同类别实施分

不同阶段拟定了详细的信息披露和磋商计划。 

信息披露和磋商计划的重点首先围绕环评和社评调查和发现的问题，包括

项目征地拆迁活动对村民的影响，工程施工活动对附近群众的扰动，劳动者

（尤其是临时性用工）在雇佣和工作条件方面潜在的风险等，在项目准备阶段

与征迁影响户、相关村/社区及受益群众、相关政府部门（包括资规局、林业局、

乡镇政府等）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就相关的环境社会评估文件、劳动者管理程

序、劳动者和社区的申诉机制等进行披露。 

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持续针对项目施工过程及运营过程造成环境和社会

影响的目标群体开展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即各类劳动者和村/社区居民。其中

重点包括： 

• 针对各类劳动者：在项目建设运营前期披露项目劳动者管理程序与之相

关的内容，并通过有意义的磋商，优化申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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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村/社区居民：项目征地拆迁活动需与相关村/社区及村民充分协商

讨论；项目拟流转的土地需与相关村/社区及村民充分协商讨论；工程建

设的施工组织计划需充分征求并采纳社区居民的合理建议，以避免或至

少尽量减少对附近村/社区造成干扰和交通（道路安全）风险。 

• 针对项目的弱势群体，考虑到其脆弱性特征和特殊需求，纳入到信息披

露和磋商计划中。 

• 针对项目施工过程和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噪声等环境影响，并通过

有意义的磋商，优化申诉机制。 

环评和社评团队在项目的准备过程中对各类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沟通和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与《社会影响评价》也根据各类利益相关方对

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提出了项目优化方案及改进措施，以应对环境社会风

险和改进项目设计，这些措施和计划也与项目办及执行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并

达成一致。在项目管理方面，建议将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有重大影响

力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时间要求纳入到项目实施计划安排。以下是环评和社评

团队前期参与的重要发现： 

•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尽早开展并贯穿整个项目周期。项目征地拆迁活动需

充分与拟拆迁的受影响户沟通，了解拆迁影响户的合理诉求，对于征迁

政策及补偿安置方案应及时的进行信息披露。项目社评应设计有效的机

制和程序供项目办、执行机构和施工单位在子项目活动实施时参考。土

建工程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应建立持续的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机制。针

对项目周边居民区和医院等敏感点，应重点关注施工噪音、扬尘、振动、

出行不便等干扰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以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

响。 

• 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与职业健康安全。完善工人保障制度的落实，包括

劳动合同签订，提供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并为他们购买意外险；完善申

诉机制的建设，项目办应指导和监督施工单位对工人的管理。项目办应

尽早和地方卫健委沟通，了解相关的要求和程序，并结合亚投行 ESF 的

相关要求，在项目的设计、建设和实施过程中落实，尤其是施工单位对

工人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落实。同时，施工单位还应落实对炎热天气作

业、劳保用品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 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生物多样性调查，包括对植物样方和动物的调查

报告，发现在项目实施区域存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因此在项目施

工阶段需要与聘请的植物专家以及施工方进行紧密合作，确保项目施工

不对保护植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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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王湾水厂供水水源地情况。对项目进行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在黄

洋河河段有两口供水水源井，并对两口供水水源井所属的王湾水厂进行

了调研，该水厂供水范围包括奠安村、双井村、王湾村、立石村、后堰

村等四个村庄居民的饮用水，对王湾水厂供水范围内的村庄进行访谈，

并得到村民的支持，同时对村民承诺在施工过程中将落实环评提出的保

护措施，不会对饮用水源造成影响。 

• 受项目影响的弱势群体。针对这部分群体，在尊重他（她）们意愿和工

作能力的基础上，项目设计过程中可以考虑优先将其纳入到未来建设和

运营中，通过与社区协商为其提供合适的岗位（如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工

作）。 

此外，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仅针对子项目周边的居民（受影响村中不受

征迁影响的村民）的申诉机制，即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

受影响的居民和附近社区等提供的一个申诉渠道，包括执行机构、政府部门与

村/社区组织的申诉步骤。针对项目工人以及征地拆迁影响人层面的申诉机制，

具体见劳动者管理程序（LMP）和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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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介 

1.1 项目背景 

安康城东新区绿色低碳环境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贷款支持，

由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负责实施，计划于 2024 年 2 月提交亚投行执董会审批。项目建设

期 4 年。项目实施后将缓解安康市城区交通压力，满足市民绿色生态生活，提高城市应对

洪涝灾害能力，建立城市数字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体系及平台。 

在项目鉴别团过程中，经亚投行团队与汉滨区政府、项目办讨论，初步形成以完善城

市低碳和韧性交通设施、推动城市生态恢复和绿色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城市生态公园

和城市综合内涝防治系统、建设绿色低碳城市运营系统、提高机构能力和建设项目管理体

系为主要内容的项目框架。项目建设内容详见表 1-1。 

表 1-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板块 子项目活动 建设规模内容 

 低影

响和韧

性道路

工程 

安康城东产城融合示

范区振兴路 

全长 2080m，路宽 26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给

水、雨水、污水、海绵、电力、通信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安康城东产城融合示

范区环塔路 

全长 1890.00m，路宽 18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给

水、污水、电力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安康城东产城融合示

范区绿苑路 

全长约 225.0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雨水、污水及

其他附属工程等。 

安康城东产城融合示

范区春林路 

全长 278m，路宽 18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雨

水、污水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安康城东产城融合示

范区永安路北段 

全长 1148m，路宽 26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隧

道、给水、雨水、污水、海绵、电力、通信及其他附属工程

等。 

安康关庙至黄洋河

（环城干道东段）改

建工程二标段 

全长 1254m，路宽 4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给

水、雨水、污水、海绵、电力、通信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国道 G211 石梯至张

滩一级公路道路韧性

提升工程 

全长 7624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雨水、污水、电力、通信及其

他附属工程等； 

安康城东新区核心片

区绿色公共停车场项

目 

新建绿色公共停车场 4 处，总面积 25550 ㎡，共计 679 个车

位，其中小汽车车位 663个，无障碍停车位 16 个。 

新能源路灯建设项目 在已有及规划建设道路（17 条）上安装新能源路灯共计 3471 盏 

城市生

态恢复

和绿色

韧性基

础设施

建设 

汉江修复和沿岸绿廊

项目（一期） 

总面积 93.5 万㎡，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汉江河道整治、沿河廊道

绿化、慢行步道建设 

黄洋河水环境治理和

生态公园项目 

总面积 144.7 万㎡。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水环境治理、科普宣教、

生态农业及生态保育。 

汉江综合整治项目张

滩集镇段防护工程防

护一区 

汉江综合整治项目张滩集镇段防护工程防护一区，上起张滩镇

大桥上游 230m（桩号黄洋 4+450），沿集镇外围布置，交磨沟

后（桩号磨沟 1+060），沿磨沟左岸布置至桩号磨沟 1+920，形

成封闭防洪区域，堤线长 2490m，其中张滩镇大桥处已建成

500m，本次设计堤线总长 1990m，防护区总面积 50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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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子项目活动 建设规模内容 

生态公

园和城

市综合

内涝防

治系统 

安康城东体育公园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74747.62 ㎡，其中包括：主入口广场

9635.96 ㎡，园路 19674 ㎡，室外体育场地 3082 ㎡，室外广场

及儿童活动用地 8431.56 ㎡，停车位 200 个，绿地面积
139867.06 ㎡，配套建设给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 

社区生态公园项目 
本项目规划布置社区公园 2 处，总占地面积 23900 ㎡，绿化面

积 17447 ㎡。 

城市综合内涝防治系

统建设 

针对城东新区 4 处易涝点进行内涝防治提升工程，通过新建排

水管道、雨水排出口、雨水提升泵站及设置防倒灌设施解决城

市内涝问题。 

绿色低

碳城市

运营系

统 

绿色低碳城市运营管

理和数据中心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3087.03 ㎡（约 19.63 亩），规划建设总建

筑面积约 4995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33000 ㎡，包括绿色

产业经济中心、绿色城市管理系统、绿色城市及建筑成果展示

中心；地下建筑面积为 16950 ㎡，包括地下车库、人防及设备

用房。绿地率为 30.06%，容积率为 2.52，建筑密度为 28.65。，

建设停车位 396 个，其中地上停车位 40 个，地下停车位 356

个。 

数据来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 年 11 月。 

1.2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范围和使用 

针对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鉴于不同子项目活动内容相似性，本计划按项目

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相关章节中分别描述了特殊项目，以呈现独特的

背景、特定的利益相关方特征、促进有效信息披露的特殊考虑因素和有意义的协商等内容。 

本利益相关方计划系统识别了各子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评估他们的需求、受项目

影响及对项目的影响力，制定了相关子项目整个生命周期措施促进有效、包容性和贯穿活

动全过程的沟通参与。在项目准备过程中，对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受项目影响人）

进行了沟通，征询他们对完善项目设计、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及项目建设运营的建议。本利

益相关方计划还确定了项目相关设施的利益相关方，评估了项目对这些子项目的影响，并

制定了适当的行动计划。 

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审查同意后，环境和社会专家将各利

益相关方计划中具体内容和要求交接给汉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项目办”）及汉滨区五

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项目执行机构”），并组织对项目办、

执行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关培训。项目办将统一聘请独立的社会外部顾问针对项目

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的过程和效果开展监测和评估，对根据需要按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中有关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要求进行动态调整。 

1.3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目标 

根据亚投行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ESF）中对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信息公开要求，利益

相关方参与是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包容性过程。该过程的正确设计和实施，对成功

管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至关重要。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但不限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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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子项目活动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具体包括受项目影响的各利益相关方（特别

是弱势群体）和对项目有重大影响力的关键政府部门、机构、群体或个人，分析

各利益相关方受本项目活动的影响以及对他们项目设计、实施和目标实现的影响

力； 

• 根据项目办和社会评估机构在项目准备期间开展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确定项

目的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并分析各利益相关方在子项目用地、劳动合同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的问题、需求和建议。这为明确子

项目投资活动用地，界定社会影响评价的范围，确定关键问题的影响和风险管理

措施，并对项目决策提供支撑； 

• 在项目准备阶段，通过社评、环评机构和可行性研究机构的协调，为项目设计优

化从社会角度提供思路和信息； 

•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方对其受到（包括预期）项目影响（尤其是环境和社会方面的

影响）和缓解措施的反馈，可更好完善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管理计划、申诉机制等，

并明确了责任机构的职责和资源，为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 通过制定和实施本利益相关方计划，可以更好整合国内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对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建立部门间的互动互联机制，为符合亚投行环境和社会

框架的要求明确更加合适的切入点，拓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更

好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受到的影响及其对项目的影响力制定应对措施，增加对弱

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并建立系统的针对社区和劳动者的申诉机制以及整个项目利

益相关方参与的跟踪和反馈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信息公开、公众咨询

和申诉处理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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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政策和标准框架 

本项目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环境与

社会框架要求、以及相关项目投资活动所在区域（区、镇、村）社会和行业背

景要求，在所有项目活动实施的全过程中开展相应的信息公示、利益相关方咨

询和申诉处理等活动。本部分描述的要求构成了项目规划和实施利益相关方参

与活动的基础和依据。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法律法规 

中国一直在探索和实施制度化机制，不断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和参与性，

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影响群众生活的决策和项目中来。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法律法规有如下几个方面： 

• 综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 年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 年施正)。 

• 环境影响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 年生效，2018 年修订)；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评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2022 年 2 月 8 日

起施行）。 

• 社会稳定风险评价（SSRA）和征地移民实施：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2010 年施行)； 

 关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2012 年起施行)；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2019 年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1.1 综合性法规 

中国从宪法到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的相关立法均明确积极动员和组织相关

群体参与相关事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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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2018 年修订）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 年修正）保障农村村民自治，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公众参与的主要要求如下： 

•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

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

通过。（第二十二条） 

• 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第二十四条） 

2.1.2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 

2012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 号）。它要求对国家重

大投资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体来说，要求项目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

社会影响和风险，实现项目与当地社区的“双赢”结果。项目提议者需: 

•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研究； 

• 进行公众咨询； 

• 识别社会风险并进行影响评估； 

• 提出缓解措施，以管理已确定的风险； 

• 评估实施缓解措施后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水平；以及 

• 提交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作为可行性研究的一章或单独的主题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适用性取决于子项目的性质和规模，

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子项目。 

2.1.3 环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 

中国的环评法规与国际接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2018 年修订）要求在整个环评过程中持续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此外，2019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专业规划环

评和环评报告项目的公众参与提出了要求。 

在实践中，下列规定已广泛适用于须提交环评报告的工程项目： 

• 披露相关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 在确定环评编制单位后，公示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单位

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项

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示该环评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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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时间等； 

• 信息公示应通过网络公开平台、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粘贴公告等三种方式同步进行； 

• 通过书面问卷、住户调查、市政会议或其他方式进行咨询； 

•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反映有关意见和建议。 

项目提议者和环评单位须仔细考虑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有关结果，并需要在

环评报告内记录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 

2021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审议通过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明确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企业类型（其中包括重

点排污企业），规定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部门职责、主体责任、披露内容和

时限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其中披露的内容，包括企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基

本信息、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生态环境应急信

息（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2.1.4 征地和移民安置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要求 

《征地公告办法》（2002 年施行）规定了对受征地拆迁社区和受影响人员

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咨询。征地计划获得批准后，政府应向受影响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即村委会）和农民公开公布并征求意见。法律还要求公布政府为受征

地拆迁影响人编制的土地和资产清查结果以及土地征用补偿和安置计划（例如

补偿政策、安置办法和其他援助）的主要内容。受影响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

就补偿安置政策和计划向社会公开听证。 

中国一直把征地信息公开作为强化征地全程管理的重要环节，并按照市县

及时主动公开、搭建省级统一公开平台、建立全国征地信息共享平台的方式，

有序推进征地信息公开工作，解决征地中群众知情的问题。2019 年自然资源部

发布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进一步完善基层政务公开

机制，通过细化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的公开事项、内容、流程、时限、

方式等，全面提高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水平，保证被征地农民高效便捷获取

征地信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更重要的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土地管理法》加强了利益相关

方的前期参与，以管理与土地征用相关的社会风险，更好地保护受影响农民的

利益。新《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规定只有在完成下列行为

（但不限于）后，才可以申请征收土地： 

a) 拟征用土地的现状调查； 

b) 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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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期限不少于 30 天的情况下，公开披露征地范围、现状、土地用途、

补偿措施和项目影响人员社会保险安排； 

d) 就土地征收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e) 在项目大多数受影响人员认为补偿安置计划不遵从国家法律要求的情况

下召开公众听证会； 

f) 项目业主进行土地和资产登记； 

g) 与项目受影响人员达成补偿安置协议。 

2.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环境和社会标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在投资项目融资业务中实施 ESF 框架，全面系

统对项目全过程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信息披露进行了规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 ESF 中包含相应的指导文件，并对利益相关方参与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

它是指导整个项目周期中开展信息公开、公众咨询等参与活动的关键标准。

ESF 规定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主要要素： 

• 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持续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并尽早开始； 

• 制定并实施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该计划描述了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

参与的时间、内容和方法； 

• 披露项目信息，使利益相关方了解项目的风险和影响，及潜在的机会； 

•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及时的、相关

的、可理解的和可获取的信息，并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与他们协商，并

使他们不受操纵、干涉、胁迫、歧视和恐吓； 

• 保留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文件记录，包括具体内容描述，收到反馈信息的

摘要，以及反馈或不反馈的原因的简要说明；以及 

• 建立并实施申诉机制，以接收项目受影响方的顾虑和申诉，并促进这些

申诉的解决。 

亚投行 ESF 中的其他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其他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利益相关方参与/信息披露提出了详尽的要求（总结如下），这些要求针对环境

和社会评估认为与特定子项目活动相关的某些环境和社会风险2： 

• 项目环境和社会评价过程中以及项目发生重大变化产生新增风险情况下

利益相关参与和相关文件公示的要求。 

• 在项目实施过程针对不同类型职工提供恰当的申诉处理机制。 

• 强调征地和移民实施过程中的全过程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

 
2 ESS1 中的大坝安全、ESS3 目前与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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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诉处理机制，并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女性和弱势群体的需求。还

强调在征地和移民实施和生计恢复过程中加强与政府不同机构的协调。 

2.3 国内和亚投行有关利益相关方参与法规和标准的差异性分析 

总体上，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规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分不同

主题（themes）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相关的工作也由专门的行

政部门或机构进行组织实施。中国的法律法规针对建设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

分别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征地和移民安置过程等方面分专题

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包括调查范围应覆盖所涉及区域的利益相关方，充分听取、

全面收集群众和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地和拆迁影响调查需受影响人核实确

认。为促进项目透明度，政府部门和项目业主对于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过程中

的信息要尽可能对外公开，以公开推动提升项目批准、实施的透明度和效率。 

在项目实施层面，中国相关信息公示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的政策要求与亚

投行 ESF 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国内法规不要求编制和实施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中国相关法规或政府

规章对建设项目信息公示和公众参与的要求主要是分专题进行，缺乏事

前系统统筹规划，且相关专题的负责机构（比如环评单位、稳评单位和

可研单位等）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信息没有实现共享和有效

的整合，从而不能更好地利用参与和反馈的过程完善项目的设计和优化

社区沟通/交流方式，建设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实施就难以实现协同

管理。 

• 并非所有的建设项目都需要进行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比如，环评的公

众参与要求仅针对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和应当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对仅需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则没

有特定的公众参与的要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主要针对环境

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企业。 

• 国内项目重视审批前公众参与，一定程度上轻视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建立系统的机制和机构进行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和参与。部分建设项

目的公共参与是获取相应政府批复（比如可研的批复、环评的批复以及

征地批文）的前置条件。因此，建设单位比较重视项目获取相关批复之

前的参与，但实施阶段针对利益相关方参与、申诉处理机制等缺乏政策

和程序性要求，也没有明确的针对公共参与的机构设置和资金安排。 

• 总体上，国内有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形式主要以调查问卷、听证会

等形式为主。比如环评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信息公示至少采用网络、报

纸、张贴等三类形式，从而导致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能满

足多元化需求的形式在实施中使用较少；仅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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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多的建设项目要求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

众参与。环评和稳评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是采取问卷调查方式，缺乏座

谈会（FDG）、访谈、等形式的公众参与，并且尚未形成积极的双向反

馈机制。因此，由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不足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可能会影

响项目的实施。 

本项目在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应按照 ESF 的相关要求规划和实施信息公示和

利益相关方参与。通过分析国内法律和 ESF 关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相似和差异

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结合项目内容和项目影响与风险，识别实施利益相关方

参与的切入点（entry points）和符合项目影响及当地背景的参与形式，并综合

深化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内容。 

本项目将整合国内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充分

利用项目的机构设置，构建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的互动互联机制，并在亚投行环

境和社会框架 ESF 中的要求基础之上，拓展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

度，增加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并建立系统的针对社区和劳动者的申诉机

制以及整个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监测机制。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明确了各

级项目办和实施单位针对不同阶段组织和实施有关信息公开和公众咨询的主体

职责，更好协同不同单位和机构（如社评、环评、可研等）系统协商、处理和

反馈不同利益相关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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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期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摘要 

3.1 已经开展的活动综述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期已经开展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包括（a）项

目办和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确定建设工程选址；（b）政府内部协调会解决项目设

计和规划涉及的重点问题（如协调项目用地）；以及（c）社会评价、环境评价

单位和可研单位在项目准备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咨询活动。 

在项目准备阶段，社评单位通过座谈会、关键信息人访谈（KII）、实地查

勘、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磋商，讨论项目的内容、

可能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和风险，并就相关的发现及时和环评、可研单位分享与

沟通，从而为项目设计优化提供支持。公众参与的目标对象主要包括：项目活

动涉及劳动者、村/社区干部及居民、项目周边社区/村及居民、征地受影响人、

项目办和执行机构负责人、政府关键职能部门、街镇政府以及项目的环评、可

研等机构。参与人次统计见表 3-1。 

在已经完成的这些参与活动中，政府主管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项目环

评过程以及征地拆迁前期准备阶段中的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均是按照国内的程

序要求开展的。 

按照 ESF 的要求，本项目社评单位在各级项目办的协调下，从广度和深度

对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进行了延伸和拓展，覆盖了子项目各个环节更多

的利益相关方，更为清晰地识别出了项目的受影响方（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关

键的政府职能部门，并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特点、需求及影响力有针对性地

采取了更为多样化的信息公开和参与手段，更为全面的了解了各利益相关方对

项目的态度、需求和建议，从而可以更好地完善项目的设计和不同影响和风险

的管理措施，并系统地制定了恰当的行动方案以指导项目中不同类型活动后续

实施信息公开、公众咨询、社区沟通及申诉处理等。 

已开展的公众参与活动主要总结如下： 

移民安置调查。2023 年 3 月~9 月，社评单位、项目办及项目执行机构在项

目影响村开展征地拆迁调查，参加人员包括 9 个村/社区的村干部、受影响村民

等，了解受影响村民对项目建设、征迁安置等方面的态度和意见。 

关键政府职能部门访谈。社评单位结合社会影响筛查结果，通过访谈、热

线电话等方式与对项目有重大影响力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各市区县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卫健委等）进行访谈，重点了解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在设施

用地、工人职业健康安全、社区健康安全等方面相关的国内相关法规和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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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以及政府对其监督和管理的意见，从而更好地设计相关社会风险和影响

的避免、减少和缓解措施，以符合国内法规及亚投行相关环境和社会标准要求。 

关键信息人访谈。社评及环评单位通过现场调查、线上会议等多种形式和

本项目的关键信息人（主要包括项目办及执行机构、可研单位、镇政府干部、

村干部等）进行了访谈，了解本项目建设活动可能存在的环境社会风险（包括

用地、劳动者工作条件及职业健康安全、周边社区安全等）、现有的制度和管

理措施以及落实的情况，以及对未来建设运营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建议。 

座谈会/面对面访谈。社评及环评单位在现场调查过程中，与直接受益村/社

区的村民进行了座谈和面对面访谈，了解受影响村经济生活现状、对征地政策

等情况，了解子项目周边村民、幼儿园教职工等对征地拆迁以及建设运营过程

中的噪音、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顾虑、需求和建议。此外，还与道路子项目

沿线商户进行了面对面访谈，了解经营房屋的状况及经营情况，以及他们的需

求和建议。 

表 3-1 利益相关方参与人次统计 

调查对象 人员数量 女性人数 

项目办相关人 12 4 

张滩镇征迁办 6 2 

村委会/居委会 48 11 

周边村民 263 107 

沿线商户 19 6 

关键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访谈 
53 21 

其中：自然资源局 7 2 

林业局 3 1 

水利局 2 1 

渔业站 4 1 

人社局 7 4 

住建局 3 1 

环保局 3 1 

卫健局 5 2 

民政局 2 1 

农业农村局 5 1 

汉滨区移民开发局 2 0 

王湾水厂 4 0 

汉滨区城投公司 3 1 

妇联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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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人员数量 女性人数 

可研单位 6 1 

环评单位 5 4 

社评单位 5 2 

问卷调查 760 318 

问卷调查。社评单位在项目办及执行机构的协调支持下，还开展了针对项

目拟征迁影响户、已征地村民及受益村民/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对子项目建设

活动、征迁活动等的看法和建议。由于受时间限制，随机抽样调查采用现场调

查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随机调查抽样的方式进

行。本次调查共收到 760 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分布在汉滨区张滩镇、石梯镇、

新城街办的 14 个村/社区，其中回收拟征地影响户 385 份，非征地拆迁户 375

份。（见表 3-2）。 

表 3-2 问卷调查区域分布及数量 

序号 镇/街办 村/社区 有效问卷数 

1 张滩 奠安 64 

2 张滩 后堰 80 

3 张滩 兰沟 46 

4 张滩 立石 89 

5 张滩 双井 78 

6 张滩 汪岭 18 

7 张滩 王湾 76 

8 张滩 张滩社区 71 

9 张滩 邹坡 75 

10 石梯 双村村 42 

11 石梯 九条沟 38 

12 石梯 杨寇 35 

13 新城街办 枣园 20 

14 新城街办 大树岭 28 

合计 760 

 

3.2 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受访者中 97.8%的被调查者赞成本项目实施，同

时，有 96.6%的被调查者愿意以征收、流转或其他合作形式将土地交给项目使

用。 

关于城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政策，93.2%的被调查者知道或知道一些补偿

政策，只有 6.8%的被调查者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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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项目实施后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选择，被调查者认为噪声，

扬尘污染（90.7%）与环境污染（92.4%）是最主要风险因素。  

关于房屋拆迁安置方式的选择，88.2%被调查者选择集中安置楼安置，11.8%

被调查者选择货币补偿。 

关于培训意愿的选择，95.3%被调查者愿意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其

中家政服务（73.2%）和手工艺制作（71.2%）的参与意愿较高。 

关于参与项目建设意愿的选择，仅有 0.5%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

项目建设活动，93.2%的被访者愿意参加长期劳务或临时劳务，还有 6.3%的被

访者持观望态度。 

关于申诉渠道，87%的被调查者了解申诉渠道。 

关于家庭男女决策及女性收入情况的选择，86.8%的家庭由男性掌柜（户

主），家里的事务决定以共同商量居多（84.1%），95.9%家庭的女性都能参与

到村级活动中，71.5%的女性拥有在外务工收入，另有 14.5%的女性无收入。 

关于对广场、公园建设的意见，93.7%的被调查者希望绿植多样化。88.3%

被调查者认为广场和公园夜晚的灯光需要加强。 

数据反映了项目实施的宣传工作还需要加强，特别是项目的各项实施政策

和办法应在和项目区域社会公众和受影响人进一步沟通和协商后完善和充实。

项目实施区域绝大多数被调查公众支持本工程的建设，极少数持保留意见者多

是出于一些个人原因，如对用地政策不能满足自己条件的担忧等。被调查者还

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或建议，如下： 

(1) 尽快开发建成城东新区，让群众尽早享受便利。 

(2) 希望项目增加劳务机会，或提供就业信息。 

(3) 开展实用技能的培训，提高应聘成功的几率。 

(4) 希望在公共场所增加适老化设施，如公共厕所内增加辅助老人的设施。 

(5) 希望在公园内增加绿地面积或开放式活动场所。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建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管理机构和执行机

构应建立健全项目的信息披露、公共参与、申诉机制，以确保项目对项目区群

众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同时，基于项目区群众长久生活在项目区，对项目区地理情况和自然条件

更为熟悉，有关机构应多聆听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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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已完成参与活动的发现和建议 

社评团队在子项目的准备过程中对各类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沟通

和参与。在项目管理方面，建议将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有重大影响力

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时间要求纳入到项目实施计划安排。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

汇总记录见附件 1。 

以下总结了从已完成的参与活动中得出的对完善项目活动的设计、征迁、

实施、运营以及对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的管理有重要启发的发现： 

•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尽早开展并贯穿整个项目周期。项目征地拆迁活动需

充分与拟拆迁的受影响户沟通，了解拆迁影响户的合理诉求，对于征迁

政策及补偿安置方案应及时的进行信息披露。项目社评应设计有效的机

制和程序供项目办、执行机构和施工单位在子项目活动实施时参考。土

建工程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应建立持续的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机制。针

对项目周边居民区和医院等敏感点，应重点关注施工噪音、扬尘、振动、

出行不便等干扰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以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

响。 

• 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与职业健康安全。完善工人保障制度的落实，包括

劳动合同签订，提供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并为他们购买意外险；完善申

诉机制的建设，项目办应指导和监督施工单位对工人的管理。项目办应

尽早和地方卫健委沟通，了解相关的要求和程序，并结合亚投行 ESF 的

相关要求，在项目的设计、建设和实施过程中落实，尤其是施工单位对

工人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落实。同时，施工单位还应落实对炎热天气作

业、劳保用品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 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生物多样性调查，包括对植物样方和动物的调查

报告，发现在项目实施区域存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因此在项目施

工阶段需要与聘请的植物专家以及施工方进行紧密合作，确保项目施工

不对保护植物产生影响。 

• 关注王湾水厂供水水源地情况。对项目进行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在黄

洋河河段有两口供水水源井，并对两口供水水源井所属的王湾水厂进行

了调研，该水厂供水范围包括奠安村、双井村、王湾村、立石村、后堰

村等四个村庄居民的饮用水，对王湾水厂供水范围内的村庄进行访谈，

并得到村民的支持，同时对村民承诺在施工过程中将落实环评提出的保

护措施，不会对饮用水源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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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项目影响的弱势群体。针对这部分群体，在尊重他（她）们意愿和工

作能力的基础上，项目设计过程中可以考虑优先将其纳入到未来建设和

运营中，通过与社区协商为其提供合适的岗位（如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工

作）。 

3.4 已经完成的信息披露活动 

项目准备过程中，社评和环评单位充分与项目办、执行机构以及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就识别出的风险与影响及处理方案和措施进行充分沟通，确保建议和

发现更好与项目的实际相结合。 

表 3-3 已完成的信息披露活动 

名称 披露方式 发布时间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城东片区开发建设土地

征收和房屋拆迁安置方案》 

公示栏张贴、口头宣传 
2017 年开

始 
 

关于《安康市中心城区城东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并征求意

见的公告 

安康市人民政府官网 

2019 年 7

月 29 日~8

月 29 日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全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的通知》（汉政发〔2021〕3

号） 

汉滨区人民政府官网
https://www.hanbin.gov.cn/Content-

2223594.html 

2021 年 1

月 18 日 
 

《亚投行贷款陕西安康城东新区

绿色低碳环境可持续发展示范项

目鉴别团来陕考察》 

陕西省及安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官

网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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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与分析 

4.1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 

根据亚投行环境社会标准，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以下三类：受影响方、

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及弱势群体。其中： 

• 受项目影响方为受项目影响或可能受项目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部

分群体包括直接受影响人或间接影响人。 

• 其他利益相关方为可能与项目有利益关系的个人、群体或机构。 

• 弱势群体指更易受到项目的不利影响和/或在获取项目效益能力方

面受到更多限制的个人或团体。这些个人或团体可能因为自身特定的因

素（because of their specific circumstances）也更有可能无法全面参与磋商

或被排除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因此可能需要对他们采取专门的措施和/

或协助。 

本利益相关方的识别涵盖了所有子项目活动的建设期和运营期，包括建设

工人、运营期工人、项目建设地周边社会敏感点及村/社区、以及受影响人等，

以下按照两种类型，分别分析已识别出的各利益相关方。 

（1）受项目影响方 

根据对受项目影响方识别和分析，将对于具有共性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进行

分析和总结，对存在个性特征相关/活动的特定利益相关方进行特别说明。 

根据鉴别和分析，本项目受项目影响方包括： 

a）项目征地拆迁及土地流转受影响村集体及村民。其中 

征地拆迁影响：项目拟永久征收集体土地 1093.89 亩，涉及张滩镇的 1

个社区和 8 个村，影响 1098 户、3971 人，项目房屋拆迁影响面积 86075 平

方米，涉及张滩镇 5 个行政村，影响 325 户 1192 人。 

土地流转影响：项目拟流转土地面积 3053.3 亩，涉及张滩镇、石梯镇

及新城街办的 8 个村/社区的 1430 户，5233 人。 

b）周边社区居民和社会敏感点。项目建设区域周边以及受道路交通安全影

响的材料及土方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民、幼儿园、商铺等。项目相关社区

和敏感点主要包括：关庙至黄洋河（环城干道东段）改建工程二标段、环塔路、

振兴路、数据中心周边居住的村民相对密集，施工过程中的对居住在附近的村

民扰动可能较明显；绿苑路、春林路、永安路北段、城东体育公园、社区生态

公园项目、城东新区核心片区绿色公共停车场项目周边居住的村民相对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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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会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一定的扰动。此外，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

中黄洋河环境整治项目涉及王湾水厂 1#饮用水水源地和 2#饮用水水源地，王湾

水厂供水范围包括了主要供给奠安村、双井村、王湾村、立石村、后堰村等四

个村庄居民的饮用水。施工过程中王湾水厂水源产生一定的扰动。 

c）项目劳动者，包括直接工人、合同工人、供应商工人。其中， 

￭ 直接工人是项目办和项目执行机构直接雇用的与项目相关的工人，

负责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的管理和运维，包括：项目办聘请的负责本项

目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干部、干事、文员、市政维护人员、公交车司机等。 

￭ 合同工人是第三方（承包商、分包商等）雇用从事与项目核心功能

相关工作的人员。项目合同工人主要是项目活动建设承包商工人和运营

过程中提供第三方外包服务公司聘请的相关工人。本项目受影响的合同

工人主要包括： 

‐ 建设期所有子项目活动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承包商工人； 

‐ 运营期所有相关工人，包括数据中心及公园的管理人员、清洁工、

保安、维修工等； 

￭ 供应商工人在本项目下，主要是采购的货物及设备的生产厂家、代

理商等所雇佣的工人。 

弱势群体：受征地拆迁影响的 16 户低保户家庭，以及受影响村/社区不受

征迁影响的其他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员一般文化水平和劳动能力相对较低，

和其他人相比相对不容易发表意见以及参与项目带来的发展机会。 

受项目影响方的具体识别与分析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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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项目影响方的识别与分析 

受项目影响各方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劳动者 

直接工

人 
运营期的市政维护工人、公交车司机。 

雇佣条款、工时、工资和福利待遇与法规政策的

要求不一致、可能受职业健康安全（包括传染病

传播）的影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主要负责建成后相关道路、场所及

设施的维护，他们的劳动付出是所

有子项目运营的基础。 

合同工

人 

建设期的施工承包商工人，包括承包商管理人

员、长期工及临时工。 

 

临时工可能存在雇佣条款与法规政策的要求不一

致、可能受职业健康安全（包括施工作业安全、

传染病传播）、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 

主要负责道路建设、场所建设以及

设备安装等，他们的劳动付出是所

有道路子项目顺利建成的基础。 

供应商

工人 

项目所采购的设备或货物的生产厂商的生产工

人 

按照采购订单生产相应的设备或货物，可能对工

人劳动条件、工作时间造成影响。 

所需要的设备或货物能够及时交付

项目安装或使用的前提。 

工程施工区域周边的村民 

可能受施工时噪声、粉尘，及场地照明灯光等环

境扰动的干扰（包括传染病传播），以及车辆运

行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整个项目建设

和运营顺利进行的基础； 

 

受征地拆迁影响的村集体及村民 

因为项目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一定

程度的影响。拆除房屋的受影响户则需要搬迁安

置。 

若受影响人因征地拆迁产生争议，

可能导致项目调整选址或变更。 

土地流转影响的村集体及村民 
因为项目而出租土地，可获得租金弥补土地收入

损失。 

双方自愿流转土地。不愿流转土地

的村民，其土地将不纳入项目范

围。 

受王湾水厂供水的村庄及社区居民 

黄洋河环境整治和生态公园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对黄洋河滩的扰动，可能影响王湾水厂供水水源

井的水质问题。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要求设置与水源

井一定的防护距离，尽量减少对河

滩的扰动。这些村民对项目的支持

和理解是该子项目顺利实施的条件

之一。 

受征地拆迁影响的低保家庭 
因项目建设导致征地拆迁，相对一般受影响村民

可能更易受到影响。 
对项目影响力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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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利益相关方 

项目活动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具有很强的共性，在此综合进行分析。其

他利益相关方包括： 

• 安康市政府项目领导小组； 

• 汉滨区人民政府（项目办）； 

•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3（执行机构）； 

• 汉滨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包括发改局、财政局、城市管理

（执法）局、供销合作、农业农村局、卫健委、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等关键部门； 

•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以及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 

• 城乡居民； 

• 社会团体：包括行业协会和非营利组织； 

• 设计、社评和环评等机构； 

• 承包商； 

• 地方媒体等。 

根据项目活动的主要环境和社会风险初步筛选，在政府部门中，项目关键

审批部门包括规资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具体识别与分析详见表 4-2。 

表 4-2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与分析汇总表 

其他利益相关方 对项目的影响力 

安康市项目领导小组 
 从市级层面统筹推进项目实施，协同做好相关前置手续的

落实，并加强与省级有关部门的政策衔接等 

汉滨区政府项目办 

 –为项目实施进行统筹决策，主要包括：协调各相关政府

部门，进行机构的整合，负责项目预算和运营费用安排

等； 

 负责整体项目的管理和监管，促进社评、环评和设计等各

机构间和省级相关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加强采购管理，确保相关环境和社会要求纳入招标文件； 

 协调提供相关环境社会方面培训，向亚投行和项目指导委

员会报告进展和项目环境和社会绩效情况，协调安排利益

相关方参与的费用。 

汉滨区五里

工业集中区
建设期 

 –负责推进项目的准备和实施，并进行指导和监管； 

 –协调设置相关机构和安排预算实施环境和社会措施，协

 
3 既是执行机构，又是运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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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对项目的影响力 

（城东新

区）管理委

员会 

调安排信息公示、公众咨询和申诉处理； 

 负责所有子项目的建设； 

 在招标文件中落实环境和社会要求，管理合同工人绩效； 

 协调落实 ESMP 和环境社会管理的措施和行动。 

运营期 
 负责项目的运营； 

 协调落实 ESMP 和环境社会管理的措施和行动。 

安康市 / 汉

滨区政府相

关部门 

发改委  负责项目的立项和审批。 

财政局 
 负责项目转贷相关事宜，为项目配套资金（包含征地拆迁

费用等）提供财政预算。 

住建局 
 负责城市建设相关规划，及颁发建设项目开工许可证。 

 负责市政公共设施、市政道路的维护。 

农业农村局  对耕地利用、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指导和监督。 

生态环境局 

 按权限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指导实施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组织开展相关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工作。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用地审批，负责落实项目建设用地保障。 

林业局  负责林地征占用手续的办理和审批。 

卫健委 

 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专项调查、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和职

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 
 指导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和职业危害申报工作； 
 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 

征迁办 

 负责农村集体土地征收； 

 提供项目征地的相关数据、政策文件，并协助进行尽职调

查。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 

 按照国家要求拟订职工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和假期制度； 

 拟订消除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

保护政策； 

 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重大案件； 

 指导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

协议、劳务协议等，及时落实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劳动者工作条件和劳动法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协调解决项目用地、社区关系，处理投诉等； 

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 

 拟征用土地所有权主体，签署村级征地协议，组织村民确

认征地及地面附属物影响量， 

 负责协调组织村民会议，协助开展村民咨询参与活动。 

城乡居民 
 负责各自家庭的垃圾分类，受益于垃圾系统建成并有效运

营后的环境改善。 

社会团体 

妇联  保障妇女及儿童权益。 

法律援助协会、环保

协会等 
  

项目建设承包商 

 负责项目的建设； 

 落实承包商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中相关措施； 

 按照项目执行机构的要求落实劳工管理以及职业健康与安

全等方面的政策制度； 

 处理建设期周边社区的投诉。 

环评、社评及外部监测机构 

 按照 ESF 的要求，制定恰当的环境和社会措施和行动 

 按照 ESF 的要求、项目活动及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制定

恰当的程序落实相关环境和社会标准 

 在项目办协助下，组织和实施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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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对项目的影响力 

反馈其他相关部门。 

项目设计单位 

 负责项目的设计工作； 

 在了解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基础之上，按照社会评价建议

的措施优化项目设计。 

地方媒体  通过政策宣传等为项目的建设提供支持。 

 

（3）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指更易受到项目的不利影响和/或在获取项目效益能力方面受到更

多限制的个人或团体。这些个人/团体也更有可能无法全面参与磋商或被排除在

主流磋商程序之外。根据项目的影响情况及访谈调查，本项目的弱势群体主要

是受征地拆迁影响的低收入群体、以及潜在的没有签劳动协议的临时工。 

表 4-3 弱势群体的识别与分析汇总表 

弱势群体 脆弱性分析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低保户 

这部分群体因种种原因导

致缺乏劳动力，由政府进

行兜底保障，通常文化程

度低，接受培训的机会

少，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主

流磋商程序之外。 

受项目征地影响，相对一

般受影响村民可能更易受

到土地收入损失的影响。 

若因征地拆迁产生争议，

可能导致项目调整选址或

变更，但相对于一般村民

的对项目的影响力较弱。 

建设期，施工承包

商没有签劳动合同

的临时工 

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基本

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

易受项目的不利影响 

可能受项目带来的职业健

康安全的影响，且没有意

外险或雇主责任险等保障 

他们的支持是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的基础 

 

4.2 利益相关方需求摘要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方在本项目中不同的角色，通过焦点小组座谈、关键信

息人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了社会影响调查，识别了

不同利益相关方对本项目的需求，如语言需求、首选通知方式以及特殊需求和

利益等，及其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对项目信息公开、咨询方面的需求。具体

分析详见表 4-4 和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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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需求摘要 

受项目影响各方 相关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弱势群体 

 希望征地后不会影响收入； 

 如果有新增合适的就业机会，希望能得到照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参加培训，提升自己工作能力 

面对面告知 

受征地拆迁影响的村集体及村民 

 补偿政策标准及时公开；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安置房应尽早落实。 

面对面告知、信息公

示、村组会议等 

土地流转涉及的村集体和家庭 

 土地流转使用方案需要与村民充分沟通，并考虑村民的需求； 

 租金及时足额支付； 

 土地流转合需符合按国家、地方法规。 

社区会议、入户告

知、焦点小组座谈等 

道路建设及配套工程施工区域周边的社区及居民以及受道路交通安

全影响的材料或土方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民 

 

 工程建设需要尽可能减少对周边社区的环境扰动（运营时间避开晚上 10 点

以后）； 

 相关的施工信息及环境监测数据定期向社区公开； 

 土方运输车尽可能密闭，减少土方掉落现象，且运输路线尽量优化，减少对

社区的交通安全方面的影响； 

 建立有效的社区申诉机制，及时解决村/社区反映的问题。 

社区会议；入户宣

讲、场地和周边社区

宣传栏公示、社区微

信群组通知等 

 

表 4-5 其他利益相关方需求摘要 

其他利益相关方 利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安康市项目领导小组 

 各相关政府部门和各级项目办紧密配合，按照亚投行要求高质量完成项目准备，顺利

通过亚投行评估，并促进项目顺利实施以实现项目目标； 

 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需各级项目办及相关政府部门与亚投行充分沟通协商确定。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等 

汉滨区政府项目办 

 项目启动前和实施期获取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培训，了解 ESF 政策及实施

要点，培训的内容包括亚投行 ESF 相关政策和要求、项目环境社会文件（环境和社会

承诺计划、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招标采购文件中的环境和社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研讨会、专

题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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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利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会条款准备、环境和社会绩效监测等，培训对象应囊括各级项目办、各级关键政府部

门和执行机构； 

 在项目建设运营阶段，需要有专门的费用聘请具备亚投行 ESF 丰富经验的外部环境与

外部社会专家，帮助促进整体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的实施和推进； 

 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员安排，保障项目经费和人员按照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实施，提升

项目环境和社会管理水平； 

 协调解决项目用地审批问题； 

五里工业园区

（PIU） 

建设期 

 项目启动前和实施期获取项目环境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亚投行

ESF 相关政策和要求，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

计划等的实施。招标采购文件中的环境和社会条款准备以及承包商管理等； 

 管理层支持落实 ESF、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及相关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有足够的资源、经费和人员安排，保障项目按照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环境与社会管

理计划、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实； 

 按照 ESF 实事可以提升项目设计和管理水平；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研讨会 

运营期 

 项目启动前和实施期获取项目环境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亚投行

ESF 相关政策和要求，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

计划等的实施； 

 招标采购文件中的环境和社会条款准备以及承包商管理等； 

 管理层支持落实 ESF、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及相关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员安排，保障项目按照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环境与社会管理计

划、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实施； 

 按照 ESF 实施可提升运营绩效，项目运营可产生可持续效益；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研讨会 

政府相关部门 

发改委 
 项目实施符合地方法规、经济和行业发展规划； 

 项目顺利实施；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财政局 
 项目顺利实施； 

 各子项目按照计划定期提款报账；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住建局  项目实施符合地方规划；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农业农村局 

 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土地流转； 

 了解亚投行 ESF 相关政策和要求，希望项目办为其或下设执行机构提供环境与社会管

理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落实 ESF、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及相关文件中的相关农膜回收的要求 

培训会、座谈会等 

生态环境局  项目建设符合地方的规划；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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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利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了解亚投行 ESF 相关政策和要求，希望项目办为其或下设执行机构提供环境与社会管

理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项目单位尽早联系了解项目用地情况； 

 项目选址符合地方的规划； 

 协调解决项目用地审批问题；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卫健委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建设需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并报卫健委备案； 

 并加强运营过程中相关设施的职业病监管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征地部门 

 项目单位尽早按照新国土管理法的要求，完善前期用地手续； 

 项目单位重视前期的信息公示和公众参与，尽可能避免可能出现的征地矛盾； 

 按照 ESS2、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中要求组织征地和生计恢复；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 

 针对建设期及运营期的直接工人及合同工人，监督各用人单位应签署劳动合同，并提

供意外险等基本保障；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了解亚投行 ESF 中对非自愿移民以及申诉机制等的相关要求，获取相关的培训； 政府正式文件、培训会、座谈会等 

村/社区居民及村民委员会 
 了解亚投行 ESF 中对非自愿移民以及申诉机制等的相关要求； 

 获得技能培训。 
座谈会、培训会等 

社会团体 妇联  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保护女性的权益； 座谈会 

项目建设承包商  了解亚投行 ESF 针对承包商合同工人管理的相关要求，获取相关的培训； 公司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项目设计单位 
 定期与环评、社评单位沟通，尽早获知项目环境与社会评价过程中的发现，以优化项

目设计； 
公司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地方媒体 
 公示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社会管理文件； 

 项目顺利实施； 
座谈会、现场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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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本计划针对负责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的责任主体在项目准备、建设以

及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而准备。本参与计划首先明确了各责任主体针

对项目中不同建设活动在不同实施阶段的主要职责和资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

利益相关方制定了详细的信息公开和磋商计划。利用相关方参与的主要内容包

括： 

• 进行信息披露，包括项目内容、项目环境与社会文件、环境和社会

风险和影响及管理措施、项目环境监测指标、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

申诉处理结果、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及安置方案等的公开； 

• 在不同的阶段与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就项目方案比选及完善

设计的建议、相关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以及减缓措施、利益相关方关

注问题及合适的信息公开和措施方式等进行讨论，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形成项目下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管理的程序、环境与社会管理计划； 

• 与项目办、执行机构及关键政府部门协商，讨论并确定环境与社会

管理计划中的主要措施和行动及相应部门的职责； 

•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阶段，提供透明的信息公开、磋商、反馈和申诉

处理机制，以确保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得以解决。 

5.1 各责任主体及其职责和资源 

5.1.1 责任主体 

项目领导小组、项目办及项目执行机构将对利益相关方参与承担相应的职

责。涉及的责任主体主要包括： 

• 安康市项目领导小组； 

• 汉滨区人民政府（通过 PMO）； 

•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执行机构，PIU）。 

5.1.2 职责 

本节将对负责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各责任主体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的职责分

别进行说明。 

（1） 安康市项目领导小组 

主要职责包括： 

• 准备阶段：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协调市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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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相关投资活动的实施主体； 

• 建设和运营阶段：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就建设和运营阶段出现的关键问

题，促进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和整合。 

（2）汉滨区人民政府 

项目管理办公室（PMO）设在汉滨区人民政府，负责监督 SEP 的实施，主

要职责包括： 

• 准备阶段：明确项目机构、预算和建设和运营安排；协调各政府职能部

门、项目执行机构以及环评、社评和可研单位，促进各方的沟通和互动

反馈，推进项目设计的优化和项目环境和社会管理文件的准备；通过信

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准备并完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管理文件；确认项目

的环境和社会文件的内容及措施，就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与亚投行达

成一致。 

• 建设阶段：和项目执行机构沟通，明确采购方案中的环境和社会条款；

协调执行机构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更项目内容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外

部监测机构，监测项目建设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的情况并加以反

馈；审核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实施情况），并汇总报送亚投行审查；跟踪、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阶段涉

及的重大环境和社会问题。 

• 实施阶段：通过外部监测机构，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参与实

施的情况并加以反馈；至项目关账前，审核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

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汇

总报送亚投行审查；跟踪、协调解决项目运营阶段涉及的重大环境和社

会问题。 

（3）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项目执行机构，职责

包括： 

• 准备阶段：就子项目的技术方案、选址等开展相关的咨询和参与活动，

了解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从而优化项目设计；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确

认环境与社会管理计划（含劳动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移民计划的可行性并明确实施的预算安排、机构、资源及其职责；准备

与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相称的符合亚投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

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亚投行；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

会文件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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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阶段：按照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要求，开展针对劳动者、周边社

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项目建设的看法、

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准备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

监测报告（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并报送亚投行；跟踪、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阶段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 运营阶段：按照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要求，开展针对劳动者（包括直

接工人、合同工人）、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

了解各方对项目运营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

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准备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

（包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报送亚投行；

在项目关账前，准备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包

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报送亚投行；跟踪、协调

解决项目运营阶段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5.1.3 资源 

汉滨区项目办设在汉滨区人民政府，参与部门包括汉滨区财政局、发改委、

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城市建设房屋征收安置办公室、林业

局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统筹推进整体项目的实施，负责协调机构、人员、

经费和预算的统筹安排，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 

项目执行机构作为负责实施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的最主要责任主体，指定

一名社会专员负责项目的社会管理，负责协调和督促执行机构利益相关方参与

活动的实施并对相关活动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监测。所涉及的费用应包含在

各自相应的财务预算中。 

项目执行机构将指定至少一名社会协调人负责总体项目的环境与社会事宜，

主要职责包括： 

• 负责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的实施管理，并协调

和对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施工方、村镇等机构； 

• 明确采购文件中环境与社会的要求并协调执行机构落实相关条款； 

• 负责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并配合聘请的环境专家、植物学专

家对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施工方、村镇等机构。 

根据与项目办的协商，项目办以及项目执行机构将从项目贷款和配套资金

中调动足够的预算，以实施本 SEP 中计划的公示/参与活动： 

• 将子项目“机构能力提升和项目管理支持”费用下的项目贷款预算分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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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外部环境专家、社会发展专家； 

 提供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相关培训； 

 进行外部环境和社会监测（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要素）。 

• 在实施相关参与活动之前，每年提前动员并分配配套资金用于以下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 

 由各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和相关政府机构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公示

和参与活动； 

 传播和提供信息材料； 

 提供交通、场地和补贴。 

随着项目的进行，将定期向所有利益相关方通报进展情况，包括报告项目

环境和社会绩效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和申诉机制的实施情况。项目办将编

制关于环境和社会影响、申诉和项目成果的半年度报告，并提交给利益相关方。

半年度外部监测报告将对环境和社会工作（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的预算

分配进行详细说明。 

5.2 信息披露计划 

本项目的信息披露主要由汉滨区项目办、执行机构进行。不同项目阶段所

需披露的信息、信息披露的办法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考虑。项目需在适

当的地点通过受影响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理解的语言，及时发布项目环境

和社会方面的信息，从而利益相关方可以对项目设计和实施丰富的意见。需要

进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见表 5-2。 

项目的信息披露包括，在项目评估之前通过向相关子项目周边社区及居民、

相关的劳动者以及社会公众披露项目环境社会相关文件的内容，在项目的建设

期和运营期还需要进行关于劳动者管理程序、申诉机制以及环境社会外部监测

的相关内容。信息披露的重点目标群体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信息披露重点围绕三类群体，即相关劳动者、周边社区及居民、征地影

响村集体及村民。 

 针对承包商合同工人，重点披露劳动者管理程序与之相关的内容

（含申诉机制）和建设期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运营期的直接工人，重点披露劳动者管理程序与之相关的内容

（含申诉机制）、运营期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亚投行环境与社会外部

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29 

 针对周边社区及居民，重点披露项目建设内容和范围、社区申诉机

制、运营期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亚投行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之相关

的内容； 

 针对征地影响村民，在项目建设启动前重点披露征地补偿政策和标

准以及村集体补偿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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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项目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和计划安排 

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准备阶段

（含项目设

计）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社会影响评价报

告、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移民安置尽

职调查报告、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 

项目区内的村/社区及居民 政府官网 
项目评估前进行公示 

汉滨区人民政府、项目

办、项目执行机构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或专门会议 

土地征收阶

段 

征地补偿政策、拆迁安置政策、截止

日期 

项目区内的村/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栏等 
征地前 

汉滨区人民政府、项目

办、项目执行机构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或专门会议 

建设 

阶段 

有关施工工人的合同管理、安全管理

和申诉机制 
合同工人 会议沟通 

施工期间 

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

承包商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

街镇政府、村委会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或专门会议 

施工单位招聘信息 
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

街镇政府、村委会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电话通知等 

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承包商劳

动者管理、社区管理绩效的内容 
合同工人、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项目执行机构 

运营 

阶段 

有关运营期工人的合同管理、安全管

理和申诉机制 
涉及的不同类型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项目建成使用 

项目运营机构、街镇政

府、村委会、社区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 会议、村、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运营机构、街镇政

府、村委会、社区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或专门会议 

运营机构招聘信息 

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运营机构、街镇政

府、村委会、社区 
弱势群体 面对面告知、电话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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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有关项目运营不

同类型劳动者绩效的内容 
周边居民、涉及的不同类型劳动者 

实施运营机构官网 

施工场地公告栏 

周边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运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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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子项目以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应采取不同的信息公开的方法。

信息披露的方式主要包括： 

• 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汉滨区政府网站上披露包括项目建设信息、环境

社会相关文件、环境社会社会风险和影响及管理措施、环境监测报告在内

的信息和文件、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征地和补偿支付相关信息。 

• 对项目工人，通过执行机构网站公告栏、宣传册、工人会议、QQ/微信

工作群等披露劳工管理程序（含申诉机制）等；对于从事有职业病危害职

业的工人，还应通过签署的劳动合同告知职业病及其后果。 

• 针对社区居民，通过社区公告栏、社区会议、发放宣传册或上门访问等

方式公开项目信息、环境社会文件和环境监测报告、相关健康安全风险管

理措施等信息。 

• 针对弱势群体，量身定制信息披露辅助措施包括入户访谈、面对面访谈、

提供合适的信息材料格式等。 

所有公开的信息都需进行完善的记录，并对收到的意见及反馈进行记录和

归档。表 5-2 提供了信息公开记录的模板。 

表 5-2 信息公开记录模板 

公开的信息 地点 渠道 目标群体 收到的意见及反馈 责任主体 

      

      

5.3 利益相关方磋商计划 

在子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汉滨区项目办及执行机构将开展有意义的利益

相关方磋商活动。有意义的磋商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应该： 

• 从项目规划过程的早期开始，收集有关拟议项目的初期意见，并影响项

目方案设计； 

• 鼓励利益相关方进行反馈，特别是以此作为影响项目设计和让利益相关

方参与识别和缓解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一种方式； 

• 伴随风险和影响的出现持续进行； 

• 事先公开和传播相关的、透明的、客观的、有意义的、易于获取的信息，

以便在一个时间范围内，以文化契合的方式用相关的当地语言以及可以被

利益相关方理解的形式与之进行有意义的磋商； 

• 考虑并回应反馈； 

• 支持受项目影响的各利益相关方进行积极的大范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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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外部操纵、干预、胁迫、歧视和恐吓。 

5.3.1 利益相关方磋商的主要内容 

执行机构在项目准备阶段、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应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

动。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广度和深度根据项目环境与社会影响的规模和复杂

程度而各不相同。 

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方式应有所不同，为避免

这部分群体被排除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其中还包含了对于弱势群体还应采用

特殊的方式。详见表 5-3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在准备阶段，针对征地拆迁影响户，应充分征求受影响村及村民的意见和

建议，优化管理措施，完善申诉机制；针对项目周边的社区及居民，就社区健

康安全风险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诉求，并在相关的风

险管理方案中纳入居民合理的诉求。 

项目建设活动在不同阶段将进行利益相关方磋商。磋商重点围绕三类群体，

即相关劳动者、周边社区及居民、征地影响村集体及村民。磋商重点总结如下： 

 针对不同类型工人，包括承包商合同工人以及运营期的直接工人，

重点就劳动者管理程序与之相关的内容（含申诉机制）与之进行磋

商，了解他们的诉求，完善申诉机制，并分别在建设期和运营期监

测劳动者管理程序实施的情况，包括申诉处理的情况。 

 针对周边社区及居民，重点了解他们对项目建设运营影响的看法和

诉求，完善社区申诉机制，并监测项目建设运营对周边影响和社区

居民的态度，以及社区居民申诉处理的情况； 

 针对征地影响村集体及村民，需与受影响村集体及村民充分协商，

根据征地拆迁安置协议及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对于拆迁户按协议

及时安置，并及时收集和处理相关抱怨和关注问题。 

 



 34 

表 5-3 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磋商计划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准备阶段

（含项目设

计） 

完善社评发现

的不足 
完善社区/村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村及居民、执行

机构、街镇政府 项目建设

启动前 
所属社区/村 

座谈会、焦点

小组座谈 
项目执行机构 

弱势群体家庭 
座谈会、面对

面访谈 

明确项目环社

风险管理的责

任主体及资源 

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执行机构，

确认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并明确

实施的预算安排、机构、资源及其职

责。 

相关政府部门、执行机

构、街镇政府 

项目建设

启动前 

各市区县项

目办会议室 
座谈会 

汉滨区项目办、

项目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能力

提升培训研讨 

关于社区健康与安全、非自愿移民及

公众参与的培训研讨 

相关政府部门、执行机

构、乡镇政府 

执行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 

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基本农田

的保护 

了解项目区域内涉及的永久基本农田

分布范围 

安康市自然资源局汉滨分

局 

安康市自然

资源局汉滨

分局办公室 

座谈会 

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林地的保

护 

了解项目区域内涉及的林地种类及分

布区域 
汉滨区林业局 

汉滨区林业

局办公室 
座谈会 

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水源地的

保护 

了解王湾水厂供水水源地是否进行了

保护区范围的划分。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

局 

安康市生态

环境局汉滨

分局 

座谈会 

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水生生物

的保护 

了解项目区域的汉江及黄洋河内的水

生生物种类、分布等信息 
汉滨区渔业站 

汉滨区渔业

站 
座谈会 

为后续工作提

供数据支撑 
掌握汉江、黄洋河的历年水文资料 安康市水文勘测中心 

安康市水文

勘测中心 
座谈会  

完善项目活动

设计 

项目流转土地部分的建设内容 相关政府部门 

项目建设

启动前 

相关政府部

门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相关政府部门 

生态公园内适老化设施的设计 

社区/村委会、社区/村居

民及弱势群体家庭、街镇

政府等 

所属社区/村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街镇政府 

http://www.baidu.com/link?url=x0RNf7dPiZ8zzwVK5B2TJ503NehlGVpDvLiG2se1z4AHPCe0YHl0NL0pN5U3D-2kgJVFeziIIQo58XB1lBUz7eOkPBZQr7es8zV8rkAqha93B6wf8Vb8AdR7b-r26UhRmYuG_0sdRm290fjIGxm3DR6CC8sWiSd6roNkLN4I8sVHI3WSj50VbxTXnUZTTZ6fNdq92w16OT7UIYN1yPzb0eFJW-aqtLNC7v3ZGroXTD7
http://www.baidu.com/link?url=x0RNf7dPiZ8zzwVK5B2TJ503NehlGVpDvLiG2se1z4AHPCe0YHl0NL0pN5U3D-2kgJVFeziIIQo58XB1lBUz7eOkPBZQr7es8zV8rkAqha93B6wf8Vb8AdR7b-r26UhRmYuG_0sdRm290fjIGxm3DR6CC8sWiSd6roNkLN4I8sVHI3WSj50VbxTXnUZTTZ6fNdq92w16OT7UIYN1yPzb0eFJW-aqtLNC7v3ZGroXTD7
http://www.baidu.com/link?url=x0RNf7dPiZ8zzwVK5B2TJ503NehlGVpDvLiG2se1z4AHPCe0YHl0NL0pN5U3D-2kgJVFeziIIQo58XB1lBUz7eOkPBZQr7es8zV8rkAqha93B6wf8Vb8AdR7b-r26UhRmYuG_0sdRm290fjIGxm3DR6CC8sWiSd6roNkLN4I8sVHI3WSj50VbxTXnUZTTZ6fNdq92w16OT7UIYN1yPzb0eFJW-aqtLNC7v3ZGroXTD7
http://www.baidu.com/link?url=x0RNf7dPiZ8zzwVK5B2TJ503NehlGVpDvLiG2se1z4AHPCe0YHl0NL0pN5U3D-2kgJVFeziIIQo58XB1lBUz7eOkPBZQr7es8zV8rkAqha93B6wf8Vb8AdR7b-r26UhRmYuG_0sdRm290fjIGxm3DR6CC8sWiSd6roNkLN4I8sVHI3WSj50VbxTXnUZTTZ6fNdq92w16OT7UIYN1yPzb0eFJW-aqtLNC7v3ZGroXTD7
http://www.baidu.com/link?url=x0RNf7dPiZ8zzwVK5B2TJ503NehlGVpDvLiG2se1z4AHPCe0YHl0NL0pN5U3D-2kgJVFeziIIQo58XB1lBUz7eOkPBZQr7es8zV8rkAqha93B6wf8Vb8AdR7b-r26UhRmYuG_0sdRm290fjIGxm3DR6CC8sWiSd6roNkLN4I8sVHI3WSj50VbxTXnUZTTZ6fNdq92w16OT7UIYN1yPzb0eFJW-aqtLNC7v3ZGroXT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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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新能源公交车辆的配置 

社区/村委会、社区/村居

民及弱势群体家庭、街镇

政府等 

乡镇政府会

议室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街镇政府 

生态修复、景观布局的设计 

设计单位、社区/村居民及

弱势群体家庭、生态系统

专家 

相关政府部

门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相关政府部门 

用地协调 
与规资局、街镇政府协商用地协调流

程，获取许可 
规资局、街镇政府 

执行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关键

信息人访谈 
执行机构 

建设 

阶段 

承包商及劳动

者管理 
承包商环境社会管理计划的实施情况 

承包商、承包商工人代表

（应包含短期工和临时

工） 

项目建设

过程中 
施工场地 座谈会 执行机构 

社区/村管理 

周边社区/村对项目建设潜在的环境

与社会风险和影响的看法、意见和建

议（含申诉处理、记录情况）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村居民

及弱势群体家庭、学校等 

项目建设

过程中 

施工场地、

周边社区/村

等 

座谈会、焦点

小组座谈 

项目执行机构、

街镇政府 

问题及解决 
针对发现或出现的环境社会问题，探

讨解决方案 

相关政府部门、街镇政

府、村委会/居委会、劳动

者、项目场地周边社区/村

居民及弱势群体家庭等 
项目建设

过程中 

施工场地、

周边社区/村

等 

座谈会、关键

信息人访谈 

汉滨区项目办、

项目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街镇

政府 

植被保护 

项目施工过程中，对施工人员进行野

生植物的科普工作和相关保护培训工

作，在施工过程中及时发现并对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进行保护 

施工人员、植物学专家 施工场地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承包商 

执行机构能力

提升培训研讨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的相关培训 
相关政府部门、项目执行

机构、承包商 项目建设

过程中 

执行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承包商 

社区/村健康安全管理 执行机构、街镇政府 
项目执行机

构会议室 
座谈会 

项目执行机构、

承包商 

运营阶段 问题及解决 
针对发现或出现的环境社会问题，探

讨解决方案 

相关政府部门、街镇政

府、村委会/居委会、劳动

者、项目场地周边社区/村

项目运营

过程中 

施工场地、

周边社区/村

等 

座谈会、关键

信息人访谈 

汉滨区项目办、

项目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街镇



 36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居民及弱势群体家庭等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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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利益相关方磋商的主要方法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 关键信息人访谈； 

• 焦点小组讨论； 

• 入户访谈； 

• 问卷调查、网络公开征询意见； 

• 公众会议； 

• 研讨会、座谈会； 

• 听证会等。 

所有的公众咨询和参与及其发现、建议等都将进行记录。表 5-4 提供了公

众参与记录的模板。 

表 5-4 公众参与记录模板 

日期 地点 主要活动 主要方法 参与人员 责任机构 发现、建议及后续行动 

       

       

5.4 关键时间表 

表 5-5 列出了项目关键信息发布和关键决策等的主要时间节点。 

表 5-5 利益相关方重要决策时间表 

项目阶段 责任主体 重要决策和信息 
意见反馈或决策截止日

期 

准备阶段 

汉滨区项目办、项目

执行机构 

 

尽早和地方规资局沟通，办理土地预审

及用地报批。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2

月 

确认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中（含环境和

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劳动者管理程序、移民计划等）的可行

性并明确实施的预算安排、机构、资源

及其职责。 

2023 年 10 月 

项目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移民安置行

动计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及移民安

置尽调遗留问题补救措施的确认 

2023 年 10 月 

建设阶段 
汉滨区项目办、项目

执行机构 

项目建设进展信息、环境和社会相关措

施实施情况、抱怨申诉及处理、发现问

题及解决 

每年 6 月 30 日；每年

12 月 31 日 

运营阶段 

汉滨区项目办、项目

执行机构 

 

项目运营情况、环境和社会相关措施实

施情况、抱怨申诉及处理、发现问题及

解决 

每年 6 月 30 日；每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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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意见反馈 

针对利益相关方提出的相关意见与建议，执行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均会记录

在案。意见的采纳情况将在项目半年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监测报告中进行描述，

并向公众反馈和公开。 

针对项目准备阶段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建议，执行机构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充

分考虑，使项目设计符合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及利益。 

针对项目建设及运营阶段利益相关方提出的相关诉求，执行机构在考察核

实后将会在后续实施及运营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充分沟通，经过多方协商沟通，

选择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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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诉机制 

在项目实施和运营阶段，有必要及时回应人们的意见，以确保可以通过合

理、合规的渠道咨询和解决与项目有关的所有需求和疑虑，因此，建立起一个

规范完整的申诉机制对项目的顺利运营至关重要，并且所有的上诉记录以及由

此产生的决议将通过年度环境和社会监测机制保存并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报告。 

本项目的申诉机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针对周边的居民（包括受影响村所有村民）的申诉机制，即在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周边居民和受到王湾水厂供水范围内的

村民等提供的一个申诉渠道。 

第二种是对项目工人层面的申诉机制，即对直接工人、合同工人与社区工

人提供的一个申诉渠道。本项目涉及的工人类型较多，根据不同类型工人的特

点，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申诉机制。 

第三种是针对受征地拆迁影响村民的申诉机制。在征地拆迁影响村集体和

村民项目征地实施期间，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一个关于征地拆迁问题的申诉渠道。 

针对项目工人以及征地拆迁影响人层面的申诉机制，在劳动者管理程序和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中分别进行了说明；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仅对社区居民的

申诉机制进行说明。 

6.1 外部沟通机制 

项目执行机构已建立了针对本项目的外部沟通机制，在项目的准备、建设

和运营阶段，任何有关项目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联系上执行机构。 

表 6-1 执行机构的外部沟通渠道 

序

号 
执行机构 外部沟通渠道 

1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安康城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 

·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南环路天宝康郡 2 号楼一

单元 

· 办公室电话：0915-2080531  

 

6.2 社区居民申诉机制 

基于社评调查的发现，本项目并没有针对周边社区居民建立正式且成文的

申诉机制。社区居民更多的是通过社区村委会/居委会、街镇政府反映问题，也

有部分居民通过政府的热线电话 12345 的渠道进行反映。本项目将结合现有的

机制，对社区居民的申诉机制进行完善。任何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投诉或问题，

包括性别暴力、社区健康与安全等，社区居民、个人都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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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种渠道进行反映。申诉机制将在项目执行机构、承包商和政府机构的网站

上披露。在子项目施工和实施之前，将向附近社区和居民告知申诉机制。 

（1）执行机构 

在各子项目施工前，项目执行机构应指定一名申诉协调人负责申诉解决，

并披露联系方式（如热线、在线表格、电子邮件地址、接待区）和申诉处理的

阶段。总之，申诉程序应包括以下步骤： 

• 申诉登记 

根据申诉的性质，这一步骤可能包括核实、调查、谈判、调解或仲裁、与

相关机构的协调以及决策。核实包括收集文件、证据和事实，以及澄清背景信

息，以便清楚了解申诉案件的情况。 

• 作出反馈 

申诉方将及时、适当地获知申诉解决的结果。 

• 升级（如有必要，通过调解和/或法院程序解决） 

各乡镇政府还将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和处理申诉，并在网站、公告栏等披露

相关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收到的申诉将报告给协调人，由协调人进行统筹协调

和处理。 

项目执行机构和乡镇政府将匿名接收与 SEA/SH 相关的申诉，并对其进行

保密处理。 

所有记录和解决方案将通过年度环境社会监测报告的形式向亚投行报告。 

（2）政府部门 

包括信访办、生态环境局、征地和移民安置办公室等。申诉方式包括信访

接待、电话热线、网络平台形式，见表 6-2。政府部门接收到跟项目有关的投诉

之后，会反馈给项目执行机构。 

相关政府的行政调解也是处理申诉的有效渠道。居民可以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电话或上访等方式，向各级政府办公室提出信访投诉。居民与法人之间

的环境污染纠纷，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表 6-2 政府部门针对项目的申诉渠道 

区 申诉渠道 

汉

滨

区 

信访接

待 

· 汉滨区信访局（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38 号） 

·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安康市汉滨区兴安中路 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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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申诉渠道 

电话及

热线 

· 汉滨区信访局接待电话：0915-3233976 

·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办公室电话：0915-3201757 

· 汉滨区项目办电话：0915-2390519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 妇女儿童维权热线：12338 

· 汉滨区妇联电话：0915-3213940 
网络平

台 
· 汉滨区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

https://wsxf.shaanxi.gov.cn/index.cmd?xzqhdm=610902&djjgdm=61090200000000446 

 

（3）镇/街办及村/社区 

包括社区/村委会、镇/街办政府等机构接收到跟项目有关的投诉之后，会反

馈给项目执行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 

各种申诉渠道将在各类政府部门、项目执行机构等官网上公布，公开程序，

列明用户等待申诉认可、得到回应和解决的时间，并确保申诉程序、治理结构

以及决策者的透明性；村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提交申诉，包括亲自提交、使用

手机、短信息、信件、电子邮件或通过网站提交；收到申诉后，项目执行机构

的专员会将其记录在申诉日志中，并进行调查。申诉日志应包括：收到申诉的

日期、申诉人的姓名、申诉的简短说明、已采取的措施（包括补救措施/决议/结

果）以及申诉的最终确定日期。项目执行机构专员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过致电/

向申诉人发送短信的方式将决定/解决方案/行动通知申诉人。所有的记录以及由

此产生的决议将通过年度环境和社会监测机制保存并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报告。 

镇/街办政府设置专人负责申诉，村民委员会设立调解委员会，以解决日常

纠纷，包括性别暴力、施工扰动、征地拆迁等。一般申诉人可先向村及调解委

员会进行申诉，也可直接向镇/街办政府进行申诉，负责申诉的人员或组织进行

调解不得收取费用。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可应一方的请求通过强制

执行来执行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

同提请法院对其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表 6-3 针对项目的村镇级申诉渠道 

村/镇 申诉渠道 

张滩镇政府 
电话：0915-3819329 

地址：汉滨区张滩镇张滩社区三组 

奠安村 电话：13992589858 

后堰村 电话：1871756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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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 申诉渠道 

兰沟 电话：15991156400 

立石村 电话：13891559567 

双井村 电话：17772999988 

汪岭社区 电话：15909155656 

王湾村 电话：18292541188 

张滩社区 电话：13891537888 

邹坡村 电话：18291503339 

石梯镇政府 电话：0915-3830003 

地址：汉滨区石梯镇双村村五组 

杨寇村 电话：15229869289 

九条沟村 电话：13772220008 

新城街道办事处 电话：0915-3212256 

地址：汉滨区西井街 1 号 

大树岭村 电话：176091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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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和报告 

项目执行机构将记录项目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信息披露、抱怨申诉和解

决情况的信息，并通过日常监测和报告机制汉滨区人民政府报告。项目办及执

行机构将把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纳入半年度环境和社会绩效监测和报

告中。利益相关方参与指示性指标和相关责任机构详见表 7-1。 

表 7-1 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监测指示性指标 

序号 指标 单位 频率 责任机构 

1 子项目准备期间公众参与的次数 次数 季度 

项目办及执行机构 

2 
子项目建设和/或运营期公众参与

的次数 
次数 季度 

3 公众参与活动中的参与者数量 人数 季度 

3.1 其中：直接工人（分性别等） 人数 季度 

3.2 合同工人（分性别等） 人数 季度 

3.3 
周边社区居民（含女性、老人等弱
势群体等） 

人数 季度 

4 收到反馈的数量 条 季度 

5 收到的抱怨数 条 季度 

6 已处理的抱怨数 条 季度 

 

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磋商活动的结果将参照上述第 5 章中拟采用的信息披

露策略反馈给受影响利益相关方以及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 

在整个项目周期内，项目办将确保项目抱怨申诉及沟通机制有效运行，以

及时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并反馈他们的关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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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已完成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汇总 

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2023 年 3

月 17 日 

城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 

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项目执行机构 

5，女性 2

人 
现场座谈 

了解项目实施区域内涉及

的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

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 

ￚ 项目周边共有 5 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1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4 处。· 

2023 年 3

月 18 日 
汉滨区渔业站 

汉滨区渔业站、项目

执行机构 

4，女性 1

人 
现场座谈 

了解项目区域的汉江及黄

洋河内的水生生物种类、

分布等信息 

ￚ 获取了水生生物的种类和分布信息。 

2023 年 3

月 22 日 

兰沟村党群服

务中心 

兰沟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20，女性 8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受访村民表示农业收入低，有劳动能力的能出去务工均在外

务工； 

ￚ 受访者了解城东新区征地拆迁标准；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月 22 日 

后堰村党群服

务中心 

后堰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25，女性

10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部分受访村民表示种地收获作物为自用； 

ￚ 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主要收入为务工收入； 

ￚ 受访者了解城东新区征地拆迁标准；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月 23 日 

项目周边加油

站、餐饮店 
员工 

7，女性 3

人 
实地调研 

了解经营情况，收集受访

者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受访者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餐饮店老板表示如果涉及拆迁，希望能够继续在附近的门面

房中经营。 

2023 年 3

月 23 日 

双井村党群服

务中心 

双井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18，女性 5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女性参与村级活动不受任何限制； 

ￚ 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或经商，几乎没有年轻人务农； 

ￚ 受访者了解城东新区征地拆迁标准；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双井村、王湾 村民 21，女性 9 实地调研 了解村民的生活情况，收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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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月 23 日 村、奠安村村

民家 

人 集村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

议 
ￚ 部分受访村民表示种地为自用，已无农业收入，家庭收入来

源于打工或经营； 

ￚ 受访者了解城东新区征地拆迁标准；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月 23 日 

张滩镇社区中

心 
社区工作人民 

4，女性 2

人 
实地调研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受访者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女性参与村级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社区关注女性的意见和建

议； 

ￚ 大部分家庭主要收入依靠外出打工，农业收入很少，部分家

庭种地供自己一日三餐食用； 

ￚ 征地拆迁应按照统一的政策补偿和安置。 

2023 年 3

月 24 日 

立石村党群服

务中心 

立石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20，女性 4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女性在家的，主要为照顾老人小孩。只要能离开的年轻女

性，均在外打工，打工收入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 

ￚ 低保家庭除了国家每月发放的最低保障费用外，也在村中安

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岗位，大部分低保户种地为自用；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 

立石村劳动保

障工作站 
村民 

6，女性 4

人 
实地调研 

了解女性村民的生活状况

以及对项目的建议与意见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有村民提出在外务工时，一些施工单位不签劳务合同； 

ￚ 本地小工男性比女性酬劳略高，因为男性体力劳动的强度高

于女性；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 

华山社区、双

村村 
社区干部、村民 

25，女性

12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对安置小区比较满意。 

2023 年 3

月 27 日 

汉滨区自然资

源局 
相关工作人员 

5，女性 2

人 
访谈 

了解项目用地政策及意见

建议。 

ￚ 项目用地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按照程序办理土地审批，征

地由汉滨区政府或五里集中区管委会委托相关镇政府实施。 

2023 年 3 汉滨区移民开 相关工作人员 2 访谈 咨询黄洋河区域土地租用 ￚ 按照《旬阳水电站黄洋河垫地防护工程临时用地租用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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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月 27 日 发局 标准。 案》的通知（汉政办发[2019]138 号）执行，租地标准每亩

1000 元。 

2023 年 3

月 29 日 
张滩镇征迁办 征迁办工作人民 

7，女性 2

人 
座谈会 

了解拆迁工作的进度与具

体情况 

ￚ 体育公园项目部分用地已经完成征收； 

ￚ 查阅相关征地协议及补偿支付凭证。 

2023 年 3

月 31 日 
汉滨区民政局 相关科员 

2，女性 1

人 
访谈 

了解民政对城镇及农村低

保认定标准，对弱势群体

救助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 

现城镇和农村低保状况。 

ￚ 1、按照陕西省民政厅 2021 年第 120 号文件执行，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指经审核确认，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对象。 

ￚ 2、汉滨区农村低保对象享受情况：截止 2023 年 3 月份汉滨

区农村低保在册 17341 户 44660 人，其中女性 20369 人。张

滩镇 3 月份农村低保在册 631 户 1829 人，发放农村低保金

620565 元。其中女性 894 人。 

ￚ 汉滨区城镇低保对象享受情况：截止 2023 年 3 月份汉滨区城

镇低保在册 1970 户 3756 人，其中女性 1858 人，发放城镇低

保金 2129982 元。张滩镇 3 月份城镇低保在册 81 户 157 人，

发放城镇低保金 87056 元。其中女性 76 人。 

2023 年 3

月 31 日 
汉滨区人社局 

监察大队和社保股相

关科员 

7，女性 4

人 
访谈 

1、了解人社局关于企业劳

动用工的监管机制。 

2、了解人社局关于劳动争

议的相关处理机制。 

3、了解被征地农民养老政

策。 

ￚ 人社局每年会对单位进行年检，一般是 3 月～8 月，主要有

人力资源市场整顿（5、6 月）、高温检查（6、7 月），还有

夏季专项检查（8～11 月），冬季专项检查（11 月～次年 2

月）。 

ￚ 人社局参与劳动人事争端主要是通过仲裁进行，但是现在在

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调解室，大量劳动人事争端

先进行调解，然后仲裁。 

ￚ 3、对于被征地农民，按照《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汉滨区原征地农民养老补助发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

政办发【2016】82 号），建立专门的失地保险账户，按照每

月 100 元的标准发放保险金。 

2023 年 4

月 7 日 
汉滨区卫建局 相关科员 

5，女性 2

人 
访谈 

卫建委关于职业健康和安

全以及传染病防治工作的

职责和开展情况。 

ￚ 职业健康股和疾控应急股分别管理职业健康和安全和传染病

防治。 

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对全区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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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防治进行监督管理。 

2023 年 4

月 7 日 
汉滨区住建局 相关科员 

3，女性 1

人 
访谈 

了解项目开工建设审批手

续及流程。 

ￚ 目前汉滨区住建局只管房建工程，比如本项目的信息中心这

种房屋建设，主要办理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手续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ￚ 其他的道路建设、生态公园等均属安康市住建局管辖，目前

办理手续主要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建

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

并办理。  

2023 年 4

月 7 日 
汉滨区林业局 相关科员 

5，女性 2

人 
访谈 

1.了解项目占用林地的审

批手续。 

2.了解林业局对于项目的

意见和建议。 

ￚ 按照《森林法》相关规定实施，办理流程和手续费按照国家

林业局第 35 号令（2015 年），审批级别是省级。 

ￚ 办理林地占用手续需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并提供相关申请

及项目批准文件，以及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2023 年 4

月 7 日 
汉滨区水利局 相关科员 

3，女性 1

人 
访谈 

了解水利局对于项目的意

见和建议。 

ￚ 关于“河道耕地”一般都是“捡种地”，基本都是历史遗留问

题，目前使用方式基本为无偿使用。这类河道范围内的捡种

地权属为村民是没有政策依据的。 

ￚ 本项目建设范围应在河道淹没区之外。 

2023 年 4

月 7 日 
汉滨区农业局 相关科员 

3，女性 1

人 
访谈 

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

关要求和规定。 

ￚ 根据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2021-2030 年）》的通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转发

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对高标准农田有具体规定，目前项目涉及的城东片区无

高标准农田。 

2023 年 4

月 13 日 
汉滨区环保局 相关科员 

3，女性 1

人 
访谈 

了解环境申诉情况及对项

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应编制符合国内相关环境要求的项目环评； 

ￚ 环境投诉最多的是噪声类； 

ￚ 环境投诉可通过环境热线、投诉电话、现场等形式进行。 

2023 年 4

月 13 日 

邹坡村党群服

务中心 

邹坡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25，女性

17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女性村民表示愿意参与村镇组织的活动，没有任何限制； 

ￚ 希望体育公园项目设计更多的绿地和开放式场所； 

ￚ 希望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提供劳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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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2023 年 6

月 27、

28 日 

黄洋河沿线商

户（奠安村、

双井村、王湾

村） 

沿线村民、 

商户、所属村工作人

员 

68，女性

31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沿线商户具体情况 

ￚ 收集了沿线村民经营性用房基本情况，包括面积、房屋结

构、用途等。 

2023 年 6

月 27 日 

张滩镇新希望

幼儿园 

幼儿园工作人员、房

东夫妇 

5，女性 4

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幼儿园的具体情况，

对国道 G211 安康关庙至

黄洋河（环城干道东段）

改建工程的意见和建议 

ￚ 幼儿园是租用当地村民的房屋办学的，学生涉及附近 3 个

村。 

ￚ 幼儿园老师及房东均支持项目建设，同时希望尽量减少征地

拆迁影响。 

ￚ 幼儿园园长认为施工时应考虑避开学生上下学时间。 

2023 年 7

月 4 日 

兰沟村党群服

务中心 

兰沟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 

7，女性 3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非征地拆迁户对项目

的意见及建议。 

ￚ 受访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ￚ 希望提供劳务机会； 

ￚ 建议增加适合老人的公共厕所设计。 

2023 年 7

月 4 日 
汉滨区妇联 相关工作人员 

3，女性 3

人 
访谈 

城乡妇女文化水平、工作

参与度，征地拆迁相关问

题以及维权情况。 

ￚ 妇联没有接到过关于女性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被排斥或歧视的

申诉，认为在征迁过程中女性与男性的权益没有实质性的区

别。 

ￚ 听取并查阅了妇联 2022 年维权信访工作的总结。收集了汉滨

区妇联申诉受理电话。 

2023 年 7

月 4 日 

汉滨区城投集

团 

董事长和相关工作人

员 

3，女性 1

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安置小区建设进度、

建设计划 

ￚ 安置小区用地已经通过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程序取得，土地出

让合同已签，土地产权证正在办理中。 

ￚ 该安置小区计划建设安置房 999 套，分两期建成，一期 2024

年竣工交付，二期 2025 年竣工交付。 

2023 年 7

月 5 日 

大树岭村党群

服务中心 

大树岭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18，女性 5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委会同意项目以土地流转方式用地。 

ￚ 受访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2023 年 7

月 5 日 

九条岭村党群

服务中心 

九条岭村村支书和村

干部、村民 

18，女性 6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委会同意项目以土地流转方式用地。 

ￚ 受访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2023 年 7

月 5 日 

杨寇村党群服

务中心 

杨寇村村支书和村干

部、村民 

15，女性 4

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了解项目村情况，收集村

民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ￚ 村委会同意项目以土地流转方式用地。 

ￚ 受访村民均支持项目建设。 

2023 年 7

月 5 日 

汉滨区自然资

源局 
相关工作人员 2 访谈 

对于基本农田和单独选址

项目的适用政策和程序 

ￚ 基本农田只能用于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禁止

在基本农田上从事非农项目。禁止种树或者建绿化景观、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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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塘养鱼。禁止建果园和种植经济类作物。 

2023 年 8

月 2 日 
汉滨区农经站 相关工作人员 2 访谈 

咨询农业农村局对基本农

田管理要求，以及对项目

的建议。 

ￚ 农经站认为黄洋河子项目有机农业还可采用，租赁后交由专

业农业公司进行标准化有机种植。 

ￚ 汉滨区耕地承包在 2042 年到期，第一期基本农田流转合同期

限不得超过耕地承包期限。 

ￚ 土地流转合同必须采用农业农村局的制式合同，且签订后需

在农业农村局备案。 

2023 年 8

月 8 日 

安康市生态环

境局汉滨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项目执行机

构 

5 现场座谈 

了解王湾水厂供水水源地

是否进行了保护区范围的

划分。 

ￚ 通过访谈了解，两口供水水源井未进行保护区范围的划分，

并积极支持项目建设 

2023 年 8

月 8 日 
王湾水厂 

陕西省水务集团汉滨

区供水有限公司、街

镇政府 

4 现场访谈 

王湾水厂的供水水源情

况、供水范围及人数情

况。 

ￚ 了解到王湾水厂的供水水源井位于黄洋河河滩地，供水人口

约 2000 人。 

2023 年 8

月 9 日 
王湾村 

王湾村居民、街镇政

府 
9 现场座谈 

黄洋河环境整治和生态公

园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

黄洋河滩的扰动，可能影

响王湾水厂供水水源井的

水质问题 

ￚ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要求设置与水源井一定的防护距离，边尽

量减少对河滩的扰动，村民表示理解和支持项目 

2023 年 8

月 9 日 
奠安村 

奠安村居民、街镇政

府 
7 现场座谈 

2023 年 8

月 9 日 
双井村 

双井村居民、街镇政

府 
8 现场座谈 

2023 年 8

月 9 日 
立石村 

立石村居民、街镇政

府 
6 现场座谈 

2023 年 8

月 9 日 
后堰村 

后堰村居民、街镇政

府 
5 现场座谈 

2023 年 9

月 6 日

~8 日 

项目现场 张滩镇征迁办 
5，女性 1

人 

现场踏勘，

访谈 

对绿色低碳城市运营管理

和数据中心重新选址用地

进行调查 

ￚ 新选址土地已在 2020 年征收，涉及 16 户，且有 5 户房屋拆

迁。 

ￚ 收集了征地拆迁户的相关信息，如征地协议、补偿支付凭证

等。 

2023 年 9

月 23 日 

城东新区城投

公司会议室 

双井村、立石村、王

湾村村民代表 

10 人，女

性 3 人 
座谈会 

了解村民代表对征地补

偿、拆迁安置的态度、意

愿及意见。 

ￚ 村民建议安置小区设计南北通透户型，并分成不同档次，供

不同人群需求； 

ￚ 村民认为同批征地的补偿标准应有一致性； 

ￚ 村民表示因为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组，村组可提留一定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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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女性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土地补偿。 

2023 年

10 月 11

日 

项目现场 张滩镇征迁办 
4，女性 1

人 

现场踏勘，

访谈 

再次核实项目范围内已征

收土地信息 

ￚ 征迁办表示目前还没测量土地的矢量坐标，对于项目用地范

围内已征收土地面积为估计值； 

ￚ 收集了相关信息，如面积、征地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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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利益相关方参与现场图片 

受影响村镇公众参与现场 

  
在立石村开展座谈会及问卷调查，了解村

情、征地情况、以及对项目的意见建议。 

在奠安村开展座谈会及问卷调查，了解村

情、征地情况、对项目的意见建议。 

 
 

在邹坡村开展座谈会及问卷调查，了解村

情、征地情况、以及对项目的意见建议。 

在兰沟村开展座谈会及问卷调查，了解村

情、征地情况、以及对项目的意见建议。 

  

在双井村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生活

情况、征地情况及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石梯镇双村村村民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

村民生活情况，及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王湾村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家庭

生活情况、征地情况，及对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 

在后堰村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家庭

生活情况、征地情况，及对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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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奠安村进行访谈及走访，了解脆弱群体

家庭情况、征地情况。 

在王湾村进行访谈及走访，了解商户家庭

情况、征地情况。 

  
了解幼儿园经营情况、征地情况，及对项

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张滩社区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家

庭生活情况、征地情况，及对项目的意见

和建议。 

  
在双井村进行访谈及走访，了解商户家庭

情况、征地情况。 

在兰沟村开展公众咨询会议，了解脆弱群

体情况、征地情况、以及对项目的意见建

议。 

  

在九条沟村进行访谈，了解村土地范围、

村情、以及意见建议。 

在大树岭村进行座谈，了解村情、土地流

转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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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访谈 

  
区民政局访谈，了解农村低保认定标准，

对弱势群体救助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 

区人社局访谈，了解被征地农民养老政策，

劳动者保障政策及监督情况。 

 
 

区卫健局访谈，了解工人职业健康和安

全，以及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政策和监管情

况。 

区林业局访谈，了解林地征占用手续办理及

审批流程。 

  
汉滨区住建局访谈，了解建设工程需要办

理的手续及相关政策。 

汉滨区自然资源局访谈，了解用地审批、土

地规划以及相关政策和手续流程。 

  
区水利局访谈，了解水利局对项目相关建

设的要求。 

张滩镇征迁办访谈，了解项目征地拆迁现

状、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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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经站访谈，了解基本农田管理、土地

流转管理等相关规定和政策要求。 

区自然资源局访谈，了解项目用地预审、土

地报批等办理流程和要求。 

 
 

张滩镇政府座谈，了解张滩镇对项目的意

见及建议，土地流转的相关问题。 

王湾水厂访谈，了解王湾水厂基本信息和供

需情况。 

  

汉滨区水文勘测，了解汉江、黄洋河水文

数据和基线 

汉滨区渔业站访谈。了解汉江涉及项目的区

域鱼类基线情况。 

  
汉滨区生态环保局访谈，了解项目的环保

审批手续，环评要求，环保申诉情况等。 

汉滨区张滩粮食收储中心，了解基本情况，

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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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可研、环评等等） 

 
项目办、社评单位、可研单位、环评单位

在项目现场进行考察 

 
项目办、社评单位、可研单位、环评单位在项

目现场进行考察。 

 
环评和社评单位在张滩镇拆迁办开展专题

会议。 

 
亚投行鉴别会议，项目办、社评单位、可研单

位与环评单位均参加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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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抱怨申诉机制样表 

内部编号  

投诉人联系方式 姓名/匿名 

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投诉内容  

 

 

 

 

 

申诉接收日期  

采取的行动  

 

 

 

 

 

 

 

解决方案是否满意 是 

否 

解决日期  

是否需要后续监测  

避免同类事件发生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