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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二期）（“本项目”）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中国

塑料垃圾减量化第二期项目，由陕西省负责实施，于 2023年 3月 24日通过世

行执董会审批，2023年 7月 20日签署贷款协议及项目协议，2024年 2月 19日
生效。本项目将包含陕西省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 11个区县以及宝鸡市本级的

项目活动。

世界银行项目鉴别时，临渭区和澄城县的子项目，以及陈仓区和宝鸡市的

部分子项目的建设位置和内容（“第一批子项目”或“第一批投资”）已确定，并

制定了《第一批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SEP）》，并获得世行批准。

汉滨区、南郑区、蒲城县、白水县、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的子项目，

以及宝鸡市本级后续子项目的建设位置和内容陆续确定，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生活垃圾前端设施（含垃圾桶、车辆配置）、转运设施（包括购买小型清

扫车辆、运输垃圾的转运车辆、以及建设清运车辆停车和维护中心）、资源处

置设施（如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的建设、环卫宣传设施建设（如综合管理宣教

中心等）和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工程（含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厂的提升改造）等。

根据本项目总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框架（SEF）确定的程序和原则，结合具体子

项目的情况，制定了《第二批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SEP）》（本计

划）。本计划为动态文件，随着项目进展定期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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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好地为第二批子项目的准备、设计、实施和运营提供信息。

本项目受影响方包括三大类：

a)项目劳动者，具体包括：

负责前端垃圾收运以及前端收集设施运维的劳动者，主要包括项目办/项
目实施机构、乡镇聘请的直接工人，乡镇服务外包公司的合同工人以及

村社、小区的社区工人；

负责转运站、清运车辆停车维修中心和资源处置设施运维的工人，主要

为项目实施机构聘请的直接工人；

负责填埋场封场以及封场后维护的工人，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机构聘请的

直接工人和部分服务外包公司的合同工人；以及

建设期（或填埋场封场过程中）负责所有设施建设、设备安装的承包商

合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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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位于项目设施周围和垃圾运输路线沿线的社区和居民；

c)部分转运站征地影响村集体及村民。

本项目下弱势群体可能包括以下三类：a)仅有上级主管部门的较低补贴

（村委会未增加经费）和/或健康和安全防护措施不足的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

b)涉及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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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职业健康安全（OHS）管理和监测的卫健委。

在对各子项目利益相关方识别和分析的基础上，本计划明确了项目联席会

议办公室、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七个县（区）项目办以及各实施机

构在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的职责和资源安排，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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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尽调和社会评价发现的问题，包

括环卫工人劳动者雇佣条款和工作条件存在与国内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转运

站、填埋场等关键设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分填埋场涉及租地的后续遗留

用地问题以及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

健康安全等，在项目项目实施前与各类劳动者、相关社区、相关政府部门（包

括规资局、卫健委、乡镇政府等）进行充分的沟通，尽早拿出合理可行的解决

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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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评团队在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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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尽职调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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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和七

个县（区）项目办以及第二批投资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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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调的主要发现及相关措施建议如下：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尽早开展并贯穿整个项目周期，并在项目前期高度关

注垃圾设施邻避效应。针对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区和学校等敏感点，

应重点关注和强化垃圾设施运营过程中的噪音、臭气等干扰以及道路交

通安全的管理，以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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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及处置设施有相关岗位的劳动者存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垃圾填埋

场、转运设施、分拣设施等一般都未落实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以及职业

健康体检相关法规要求，区县项目办及各实施机构应尽早和地方卫健委

沟通，了解相关的要求和程序，并在项目的设计、建设和实施过程中落

实。

建立有效的城乡一体化垃圾系统应关注前端社区工人的工作条件，提升

其安全意识和能力。完善农村社区工人劳动权益和安全的管理，包括劳

动合同签订，加强安全等方面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意外伤害险，完善申

诉机制的建设，并将县（区）环卫部门的职能延伸，指导和监督前端垃

圾收集系统劳动力和 OHS管理工作。

评估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

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安全隔离区内居民的健康安全风险。尽早与相关政府

部门沟通，了解国内针对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安全风险管理

的措施，并结合世行 ESF的相关要求，开展健康安全风险专题评估，并

将评估结果及时披露。

尽早落实部分设施租地影响村集体和村民的补偿方案。蒲城县响石盖生

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用地为

租地方式（并非征地方式），填埋场封场后的补偿方案应与这些村庄和

村民协商确定。项目办/项目实施机构应了解村民关心的问题，根据国内

法规要求，通过技术评估，决定是否继续租用土地或将土地归还村民。

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真诚协商，优化项目设计和设施位置。实施期间，

前端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选点需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

前端清运车辆的相关类型/车型的选择也需要充分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

比如汉滨区各乡镇农村（山区）配置收集车应考虑更强动力的车型。

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持续针对两大目标群体开展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

即各类劳动者和社区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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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社区居民，前端收集设施的选点需与社区居民充分协商讨论；转运

站和资源处置等设施的选址和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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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造成干扰和交通（道路安全）风

险；针对填埋场周边，特别是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

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卫生防护范围内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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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安全风险专题评估期间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磋商，充分了解他们的

看法和诉求，在相关的管理方案中纳入居民合理的诉求，为施工和运维

计划的设计和制定提供信息。

针对征地影响村集体及村民、企业，在土地现状调查、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制定、协议签署、补偿支付以及农转非人员和补偿分配方案确定等方

面需要展开有意义的沟通和磋商。特别地，针对可能存在征地协调难度

的子项目，加强前期征地协调磋商，尽早解决土地边界不清、企业搬迁

补偿、补偿分配方案等可能存在争议的问题

特别的，针对项目的弱势群体，考虑到其脆弱性特征和特殊需求，制定

了专门的信息披露和磋商计划。

在项目管理方面，本计划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责任主体，提出了

相 应的信息披露、参与重点内容以及参与方式等要求，对人员、预算等资源

进行 了明确，并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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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方式等要求纳入到项目实施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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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介

1.1 项目背景

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二期）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中国塑料垃圾减量化第二期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由陕西省负责实施，于 2023年 3月 24日通过世行执董会

审批，2023年 7月 20日签署贷款协议及项目协议，2024年 2月 19日生效。项目建设期

为 2024年至 2029年。本项目发展目标（project development objective）为：在国家层面

为塑料垃圾管理提供信息，在省级层面改善塑料垃圾管理，并在选择的服务欠缺地区减

少市级固体垃圾中的塑料污染。根据项目目标、项目组成及项目区县选择标准，陕西省

确定本项目将包含陕西省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 11个区县以及宝鸡市本级。

在项目准备团过程中，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各区县项目办及项目实施单

位（PIU, project implementation unit）确定了第二批子项目的项目区县，包括渭南市蒲城

县、白水县、汉中市南郑区、安康市汉滨区、宝鸡市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及宝鸡市

级（第二批）。项目活动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前端设施（含垃圾桶、车辆配置）、转运

设施（包括购买小型清扫车辆、运输垃圾的转运车辆、以及建设清运车辆停车和维护中

心）、资源处置设施（如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的建设、环卫宣传设施建设（如综合管理

宣教中心等）和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工程（含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厂的提升改造）等。第

二批子项目建设内容详见表 1-1。

表 1-1 第二批子项目主要内容

区县 子项目活动 建设规模内容

南郑区

收集设施

两分类果皮箱 12000组（273个行政村）；新建农村垃圾收集宣传点 433座，每座配

置 18个 240L垃圾桶（农村）

两分类果皮箱城区 1700组（城区主街道路两侧）；新建垃圾分类宣传亭 200座，每

座配置 4个 240L垃圾桶；（城区）

转运设施（含清

运车辆）

原址改造提升 2座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 4座镇级生活垃圾转运站；

3t压缩转运车 54辆（村/社区至转运站）；8t转运车 11辆（村/社区至转运站）；15t
钩臂式转运车 16辆（转运站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宣教设施 新建 2296.4㎡宣教中心

处置设施 汉中市江南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汉滨区

收集设施

（1）新建城区社区垃圾分类宣传亭 500座，每座配置 6个 240L垃圾桶；（2）50L
分类垃圾桶 100000个（293个行政村户用分类垃圾桶）（3）电动三轮车 245辆；

（4）2t挂桶式转运车 30辆；

转运设施（含清 新建 3座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 13座镇级生活垃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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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子项目活动 建设规模内容

运车辆）
（1）5t压缩转运车 38辆；（2）15t勾臂式转运车 11辆；（3）5t厨余垃圾转运车 10
辆；（4）3t压缩转运车 12辆；（5）8t勾臂式转运车 16辆

金台

收集设施

新建 170座垃圾收集屋，每座配套 240L垃圾桶（农村）

（1）新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亭 150座（每座内含 4个 240L垃圾桶）；（2）新建垃

圾集中收集宣传点 23座（平均一座 50㎡，框架结构，配套 15个 240L垃圾桶）；

（3）50L户用分类垃圾桶 47822个（50个行政村户用分类垃圾桶）；（4）240L公

共点分类垃圾桶 456个（50个行政村公共点分类垃圾桶）

（1）5m³可回收厢式货车 3辆；（2）3m³厢式垃圾车 8辆；（3）带桶收集车 99辆；

（4）厢式收集车 8辆；

转运设施（含清

运车辆和车辆维

护中心）

提升改造 12座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 1座镇级生活垃圾转运站；

（1）5t有害垃圾转运车 1辆；（2）5t厨余垃圾收集转运车 4辆；（3）8t勾臂式转

运车 13辆；（4）5t压缩转运车 9辆；冲洗车 24辆；

新建环卫停车场，含配套用房 100㎡、修理棚 260㎡、路面硬化 3440㎡、绿化 200
㎡、照明工程及总体配套工程

渭滨区

收集设施

（1）提升改造 7座城区生活垃圾收集点；（2）新建 1个镇级收集点；（3）新建垃

圾分类宣教亭 263个（含 170座宣教亭，93处 LED电子屏，50L二分类农村户用垃

圾桶 20036个，城区 10L垃圾桶 100000个）；（4）新建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收集点

284座，共配置 240L垃圾桶 3000个；（5）不锈钢工具箱 50个；（6）城区街道配置

三分类果皮箱 300个；（7）新建村级收集点 224座，共配置 240L垃圾桶 2000个

（1）电动三轮捡拾车 20辆；（2）大件垃圾收集车 1辆；（3）环卫电动三轮车 224
辆；（4）电动小型冲洗车 21辆；（5）高压冲洗车 5辆；（6）高压电动喷雾器 20
辆；

转运设施（含清

运车辆和车辆维

护中心）

新建 2座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提升改造 3座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 1座镇级生

活垃圾转运站；提升改造 1座镇级生活垃圾转运站；

（1）8t新能源压缩转运车 5辆；（2）有害垃圾转运车 1辆（总质量 3445kg，额定载

质量 1495kg）；（3）厨余垃圾转运车 1辆（总质量 3445kg；（4）12t勾臂式转运车

2辆；（5）3t新能源压缩转运车 8辆；新建环卫停车场 4300㎡及 20个充电桩

宣教设施 （1）装修面积 350㎡；（2）展墙工程、设施材料及展示设备等

宝鸡市
综合管理宣教中

心

新建 5333㎡综合管理楼 1座，配置城市智慧环卫管理中心、垃圾处理为主题的环境

保护宣传馆和技术展示体验馆

蒲城 收集设施

（1）新建社区分类宣传亭 305座，配置 2135个垃圾桶，规格均为 240L/个；（2）新

建村镇垃圾收集宣传点 588座，配置 4116个垃圾桶，规格均为 240L/个；（3）柴油

三轮车 275辆；(4）电动叉车 2台；（5）车厢可卸式垃圾车 2台；（6）4个残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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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子项目活动 建设规模内容

收网点各配 1台拖拉机、5台残膜回收机

处置设施（含宣

教中心）

新建建筑面积共计 3200㎡，处理能力 10t/d大件垃圾和可回收拆分中心（含宣教中

心）；

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库区面积约 4.6万㎡

白水

收集设施
（1）垃圾分类宣传设施 240L垃圾桶 1280个（123个行政村）；（2）各村配置电动

收集车 225辆；（3）可回收物转运车 1辆;（4）车厢可卸式垃圾车 1辆

转运设施（含清

运车辆和车辆）

（1）新建 1座城区固定式生活垃圾转运站；（2）新建 7座镇级生活垃圾转运站；

（3）各镇配置 2t挂桶式转运车 19辆；（4）8t箱体勾臂车 8辆；（5）20t箱体勾臂

车 4辆；（6）3T压缩转运车 6辆

处置设施

新建日处理能力 5t/d，建筑面积 1000㎡大件垃圾和可回收拆分中心；

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容为 107.50万 m³封场

凤翔

收集设施

农村：新建村级收集点 14个，提升改造收集点 140个，收集点内 240L垃圾桶 2400
个，电动三轮车 1600辆；

城区：小区收集点 400座；收集点内 240L垃圾桶 3200个。

转运设施（含清

运车辆和车辆）

农村：新建压缩转运站（固定）2座（60t/d、80t/d），压缩设备 2套，15t勾臂车 4
辆，5t压缩转运车 15辆

城区：15t勾臂车 4辆，5t压缩转运车 8辆

宣教设施 新建 10818㎡宣教中心

大件拆解中心 购置大件拆解中心设备

数据来源：各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县区项目办提供的建设内容，2023年 4月~2024年 4月。

1.2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范围和使用

本项目针对第二批子项目制定了一份汇总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鉴于不同项目区

县活动内容相似性，本计划按设施类型对渭南市蒲城县、白水县、汉中市南郑区、安康

市汉滨区、宝鸡市级（第二批）、金台区、渭滨区及凤翔区等投资活动的利益相关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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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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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了项目对这些设

施的影响，并制定了适当的行动计划。本利益相关方计划还就将不可回收农膜纳入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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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系统以备将来处置的方案开展了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并在本计划中就项目实施的

可行性与相关部门或群体进行有意义磋商的安排。

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经世界银行审查同意（clearance）后，陕西省利用国外贷款

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陕西省项目办”或“省项目办”）将在外部环境和社会专家的帮助

下，对这份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按照区/县的项目活动进行拆分，每个项目区形成一份独

立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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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相应的项目办，并组织对各相关项目办、各实施机构、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关培训。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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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项

目办、各实施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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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世界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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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行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ESF）及环境社会标准 10——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信

息公开（ESS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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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第二批子项目活动（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

凤翔区及宝鸡市级（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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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设施选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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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明确第二批子项目投资活动选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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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目整个周期内容，通过社会影响评估（SIA）机构与环境影响评估（EIA）和

可行性研究机构的协调，优化项目设计，包括优化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

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相关设施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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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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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符合世行环境和社会框

架中 ESS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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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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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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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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乡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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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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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施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修订）

–《信访工作条例》（2022年 2月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 5月施行）

–《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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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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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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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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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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修订）保障居民自治，

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公众参与的主

要要求如下：

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

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条）

居民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十八周岁以上的

居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应当召集

居民会议。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

议讨论决定。（第十条）

《信访工作条例》（2022年 2月颁布）

第十五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关、单位应当做好各自职责范

围内的信访工作，按照规定及时受理办理信访事项，预防和化解政策性、

群体性信访问题，加强对下级机关、单位信访工作的指导。各级机关、

单位应当拓宽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工作的制度化渠道，发挥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和“两代表一委员”、社会工作者等作用，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

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推动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

第三十一条 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事项，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

应当区分情况，分别按照下列方式办理：（一）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

程序或者复议程序、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程序或者法律监督程序、公安机

关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未依法终结的，按照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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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程序处理。（二）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三）

可以通过党员申诉、申请复审等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四）可

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程

序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五）属于申请查处违法行为、履行保

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职责的，依法履行或者答复。（六）不

属于以上情形的，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并调查核实，出具

信访处理意见书。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 5月施行）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

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124
号）

第四条 各地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做好公益性岗位聘任工

作。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益性岗位招聘 公告，注明用人单位拟聘任岗位的

岗位名称、薪酬待遇、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工作地点等内容。结合就

业困难人员申请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等情况，确定岗位拟招用人员，

并向社会公 示。公示无异议的，在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进

行就业登记和劳动用工备案。

第五条 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无法

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法签订用工协议、劳务协议等，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对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所需资金按 规定列支。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社会 保险补贴包括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指导用人单位依法依规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参加

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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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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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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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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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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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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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标准

2018年 10月起世界银行在投资项目融资（investment project financing）业

务中实施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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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ESF 中包含一个独立的环境和社会标准（a standalone
ESS）-ESS10和相应的指导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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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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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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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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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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S1中第 E部分（51-53段）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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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要

求。

 ESS2明确环境和社会评价过程中应征询相关职工和职工工会组织的意见

（脚注 2）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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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第 21-23段）。

 ESS4要求为应对可能产生的社区健康和安全影响项目应制定应急响应方

案（emergency response plan, ERP）以多样化途径通知不同利益相关方

机制，并提供资源进行培训和应急演练，增强社区应对健康和安全风险

的能力。

 ESS5 设有专门的内容强调征地和移民实施过程中的全过程社区参与

（community engage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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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5还强调（highl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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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部分）。

2.3 国内和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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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SS6、ESS7、ESS8和 ESS9目前与第二批子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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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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与世行

ESS10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SS10中关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目标有以下几点：a.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

的系统方法，帮助借款国识别利益相关方，与受项目影响的各方，建立

并保持建设性关系。b.评估利益相关方就项目所获得的效益和所提供支

持的水平，并在项目设计及环境和社会管理中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c.提供有效且具包容性的参与方式，使受项目影响的各方在整个项目周

期内充分参与讨论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问题。d.确保以及时、可以理

解和适当的方式向利益相关方公开有关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适当项

目信息。e.为受项目影响的各方提供适当和具包容性的方式，以便他们

能够提出问题和申诉，并允许借款国回应和处理此类申诉。

 ESS10中关于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分析中提到：受项目影响或可能受项

目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被识别为“受项目影响的各方”，而可能与项目有利

益关系的其他个人或群体被识别为“其他相关方”。利益相关方识别和分

析应该足够详细，以便确定适合项目的沟通水平。

 ESS10中提到：借款国应根据项目的性质和范围及其潜在风险和影响制

定并实施《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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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0中规定：借款国将公开项目信息，让利益相关方了解项目的风险

和影响以及潜在机会。而国内并非所有的建设项目都需要进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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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0中规定：借款国应开展有意义的磋商，让利益相关方有机会表达

对项目风险、影响和减缓措施的看法，并允许借款国以考虑和予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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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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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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0中相关内容提到：对于公众参与采取座谈会、访谈等形式；有意

义的磋商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鼓励利益相关方进行反馈，并以此作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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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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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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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0有关申诉机制中提到：借款国应及时回应受项目影响各方对于项

目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的关切以及申诉。为此，借款国将提出并实施一套

申诉机制，以便接收并解决此类关切与申诉。(a) 申诉机制将用文化契

合的、方便申诉者的、且透明的方式，快速有效地解决所有受项目影响

各方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不应对提出问题的申诉者收取任何费用或予以

任何惩罚。该申诉机制、过程或程序不应阻止申诉者寻求司法或行政补

救措施。借款国应在进行社区参与活动过程中告知受项目影响各方相关

的申诉过程，并将所记录的申诉公之于众；(b) 申诉将以文化契合的方

式处理，并以谨慎、客观、敏感的方式对受项目影响各方的需求和关切

作出回应。这种机制也应该允许匿名申诉，确保匿名申诉可以得到处理。

国内关于申诉机制方面并没有专门为某一个项目指定制定一套申诉机制

申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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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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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世行

环境和社会框架中 ESS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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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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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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与分析

3.1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

根据世行环境社会标准 10（ESS10），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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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子项目利益相关方的识别涵盖了现有相关设施或活动、以及世行贷

款支持新项目或活动的建设期和运营期。从垃圾收运系统角度来看，第二批子

项目利益相关方的识别覆盖垃圾全流程，包括前端的清扫、收集，中端的转运，

后端处置设施（如填埋场，环卫停车场），相关资源化处置设施（如大件垃圾

拆解中心）和宣教设施（如综合管理宣教中心）等。以下按照三种类型，分别

分析已识别出的各利益相关方。

（1）受项目影响方

由于不同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类型和程度有所不同，受项目

影响方识别和分析将按照不同活动分类进行。对于具有共性影响的同类设施和

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对存在个性特征相关设施/活动的特定利益相关方进行特别

说明。

根据鉴别和分析，第二批子项目受项目影响方包括：

a. 项目劳动者，包括直接工人、合同工人和社区工人。第二批子项目不涉

及主要供应商工人。其中：

•直接工人是项目办和项目实施机构直接雇用的与项目相关的工人，负责

前端垃圾清理和转运、转运站、资源化处置设施（如大件垃圾拆解中心）

和填埋场封场后的运维，包括：

‐ 由环卫部门聘请的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

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城区公共场所清扫保洁、转运以及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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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亭和城市垃圾集中收集点运维的环卫工人2；

‐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

相关乡镇3直接聘请的负责垃圾清扫和收运以及垃圾收集屋和农

村垃圾集中收集点等前端设施运维的环卫工人（这部分工人归

为乡镇直接工人）；

‐ 由环卫部门直接聘请的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

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转运站运营的工作人员；

‐ 由蒲城县环卫中心聘请的负责蒲城县大件垃圾拆解及分拣中心

的运营人员；

‐ 由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负责蒲城县大件垃圾可回收垃

圾拆分中心的运营人员；

‐ 由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负责金台区环卫停车场运营的

人员；

‐ 由各实施单位聘请的负责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

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封场后的建设

和运营人员，以及封场后需要调动岗位的原填埋场工人；

‐ 由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

区项目实施机构聘用的新建项目建设期的管理工人和运营期的

直接工人（负责中转站、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环卫停车场和宣

教中心建设和运维的工人，主要为相关实施机构聘请的直接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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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批子项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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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

及宝鸡市级（第二批）所有子项目活动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承包

商工人；

2 环卫部门是各县（区）政府设置的专门负责环境卫生管理和环卫设施的职能机构，分别为蒲城县环卫中

心、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区环境卫生中心、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

心、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和凤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3 乡镇政府一级一般不单独设置环卫中心，未来城乡环卫一体化服务下环卫中心将延申到乡镇，但其主要

职责是指导乡镇环境卫生管理和对接生活垃圾收运，乡镇镇区内的环卫工人仍延续由乡镇政府直接聘用，

这部分工人为乡镇的直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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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

部分乡镇委托垃圾收运外包服务公司的相关工人（如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的保洁员和转运工人）；

‐ 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封场后提供管理运维服务外包公司的相

关工人（如渗滤液处理站服务外包商的工人）；

•社区工人指受雇于相关社区参与项目相关活动并提供劳动的人员。本项

目社区工人主要为农村村（组）进行生活垃圾清扫和转运相关工作人员，

这部分岗位一般列为村级公益性岗位，由村组负责选聘相关人员。七个

县（区）相关的社区工人主要包括：

‐ 大部分由各村组通过公益性岗位选聘的负责蒲城县、白水县、

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项目区域内村（组）

垃圾清扫、转运的保洁员、转运工，并负责前端村镇垃圾收集

屋清洁管护的人员（以下简称“社区保洁员”）。项目建成后，不

改变村（组）和社区负责社区保洁员的管理形式，但会根据城

乡环卫一体化对村社职工关系管理提出规范化要求。

‐ 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

翔区居民小区的物业保洁员。

b. 周边社区居民和社会敏感点，主要为第二批子项目垃圾设施周边以及受

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民、幼儿园、中小学、商铺

等。第二批子项目相关社区和敏感点主要包括：

•前端收集设施周边社区：前端收集设施主要包括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垃圾收集屋、垃圾分类亭、垃圾

集中收集点，这几类设施的规模较小，主要是布设分类垃圾桶，垃圾分

类宣传亭。这些对周边社区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不显著，但是设施选点需

充分征求社区意见。

•转运设施、资源处置设施周边社区：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

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的转运站以及蒲城县、白水县大件拆解中心的

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均没有居民点和其他建筑物，在卫生防护距离之外

但距离较近有社区居民点、学校等等敏感性较大的点包括：

‐ 金台区 10座、渭滨区 2座拟改建转运站由于处于主城区，周边

10米~40米内有住宅小区、学校等社会敏感点；

‐ 汉滨区张滩转运站规划建设用地距 4户村民最近约 10米，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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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有 2户村民居住；建民转运站北侧坡上约 15米有一户长春

村村民房屋，东北侧约 20米处有一户村民房屋；

•填埋场周边社区。

‐ 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北区西南和罕井镇西南方向距浮

洋村湾子组 26户村民聚居区直线距离约为 280米，村民点位于

填埋场卫生防护距离 500米内；

‐ 白水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填埋场东方向，直线距离约 200米附

近坡上为城关镇镇张坡村东坡村组有 43户村民，北距张坡安置

小区直线距离约 300多米左右，小区共 20栋楼约 1500户人，西

北距白水中医医院约 400多米，东北距张坡村西村直线距离约

300多米左右，填埋场夏季进行定期消杀；

‐ 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位于村民居住区沟壑东北下风口处，周

边房屋位于沟壑的上边缘。该处理场南面直线距离约 200米处有

齐力村邹家湾组村民居住点（86户 332人），西面直线距离约

150米处有邹家湾组未搬离原征迁户村民居住点（6户 15人，以

领补偿款），北面直线距离 45米处有邹家湾组未搬离原征迁户

村民居住房一座（1户 3人，已领补偿款）。

•垃圾转运车辆途径社区。生活垃圾转运过程中，会途径一些社区居民点、

学校等，可能会带来道路交通安全影响，这里主要关注那些位于垃圾运

输车辆主要路线周边的居民。

c. 项目征地受影响村集体及村民。第二批子项目拟征收集体土地 44507.45
㎡，涉及 5个县区，包括 39户、154人的集体土地 16532㎡，及 13个村集体统

一管理的集体土地 27927.5㎡。具体情况包括：

•渭滨区：第二批子项目活动拟占用土地 7400㎡，其中，拟征收集体土

地 300㎡，影响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村集体。

•凤翔区：第二批子项目活动拟永久占用集体土地 17487㎡，影响 4个村

集体。

•南郑区：第二批子项目活动拟征收集体耕地 7958.65㎡，林地 907㎡，

影响 4户、15人以及 2个村集体。

•汉滨区：第二批子项目拟征收集体土地 88224.8㎡，影响 28户、108人
和 1个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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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第二批子项目活动拟征收集体土地 9033㎡，影响 7户、31人
和 4个村集体。

d. 弱势群体。本项目弱势群体主要包括：7个县区前端设施涉及的没有补

贴且安全风险风控措施不足的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可能存在着无法获得与直

接工人同等的职业健康安全保护及培训，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户，该户作为低收入群体营生手段有限，文化程度也较

低，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

受项目影响方的具体识别与分析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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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项目影响方的识别与分析4

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收集设施

劳动者

直接

工人

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城区公共场所清扫保洁、转

运、垃圾分类亭以及垃圾集中收集点运维的环卫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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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清扫垃圾时有被车辆剐蹭

等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主要负责前端垃圾清运、以及项目

投资活动前端设施的清洁维护，他

们在前端垃圾分类收集、转运等的

劳动付出是整个项目顺利运营的基

础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相关乡镇直接聘请的负责垃圾清扫

和收运以及乡镇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等

前端设施运维的环卫工人

雇佣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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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影响

合同

工人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部分乡镇垃圾收运服务外包工人

雇佣条款与法规政策的要求不一致、可能受职业

健康安全（包括传染病传播）、道路交通安全的

影响

社区

工人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从事公益性岗位的村保洁员、转运

工，负责垃圾收集转运、前端垃圾收集屋的清洁

维护

雇佣条款和安全保障（意外险）法规政策的要求

一致性、清扫垃圾过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包括

传染病传播）、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特别是各

地农村地区雨雪天气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汉滨区

山区地带的道路交通安全

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城市居民小区垃圾清扫以及

小区内垃圾分类亭清扫的物业保洁员

清扫垃圾过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包括传染病传

播）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建设的村

垃圾收集屋、垃圾分类亭等设施周边社区及居民以及受道路交通安全影

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民

受这些设施散发的异味、噪声、粉尘等环境扰动

的干扰（包括传染病传播）以及转运车辆运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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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屋和分类亭选点需事先征询周

4 本表按照设施类别来综合进行受影响方的识别和分析；针对存在个性特征的子项目，将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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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边居民同意

在镇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拾捡垃圾的人

随着七个县（区）垃圾系统的完善，乡镇的生活

垃圾不会再丢弃到这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可能

影响他们的收入；分享项目效益和机会的能力较

弱

对项目影响力微乎其微

转运设施

劳动者

直接

工人

负责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

区、凤翔区转运站运营的人员

雇佣条款、工时、工资和福利待遇与法规政策要

求不一致、运营过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影响（包

括传染病传播）、车辆驾驶过程中的道路交通安

全的影响

负责垃圾运输以及场地清理、安

保、随车装卸垃圾等等，对项目的

顺利运营起着重要的作用。

合同

工人

主要为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转运站建设期间的承包商工

可能受这些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施工安全、传染病

传播等风险等

负责这些设施的建设，对项目的顺

利建设和运营有着较主要的作用。

周边社区及居民以及受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

居民

可能受转运站、清运处理停车维护中心建设运营

过程中的噪音、粉尘、臭气等环境扰动的干扰

（包括传染病传播）、运输车辆产生的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

他们的支持是项目建设和运营顺利

进行的基础。

征地影响村

集体、居民

渭滨

区

高家镇转运站拟征收地为高家镇上川村草地，由

村集体统一管理。

因为项目设施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

一定程度的影响。

设施选址需征询他们同意；他们对

补偿安置以及生产生活恢复是否满

意关系到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他们

的支持是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

障。

凤翔

区

陈村镇转运站、彪角镇转运站及环卫监测管理宣

教中心，拟征地分别陈村镇紫荆村、彪角镇石落

务村村集体用地。

因为项目设施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

一定程度的影响。

设施选址需征询他们同意；这些村

集体对建设转运站持欢迎态度，他

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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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保障；征地补偿款分配及使用也会

一定程度上间接项目施工。

白水

县

北塬镇、尧禾镇、张坡镇三个压缩转运站拟征收

土地为建设用地和一般耕地，影响户涉及王庄

村、尧禾村、张坡村 6户 26人 ；杜

康镇转运站部分用地为国有土地，部分用地影响

大杨村集体土地 1户 5人；

雷牙镇、林皋镇、史官镇、西固镇、五个转运站

拟征收土地为村集体建设用地，影响雷牙镇凤凰

村、林皋镇南马村、史官镇南彭衙村、西固镇东

固村四个村集体。

因为项目设施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

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些村集体对建设转运站持欢迎态

度，他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进行的

基础和保障；征地补偿款分配及使

用也会一定程度上间接项目施工。

南郑

区

圣水转运站拟征收土地为耕地，涉及圣水镇庄房

村、4户 15人；

新集转运站、城北转运站和宣教中心拟征收土地

为村集体统一管理的一般耕地，涉及新集镇新集

社区、汉山街办城北社区。

因为项目设施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

一定程度的影响

设施选址需征询他们同意；这些村

集体对建设转运站持欢迎态度，他

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和

保障；征地补偿款分配及使用也会

一定程度上间接项目施工。

汉滨

区

张滩转运站、县河转运站、晏坝转运站茨沟转运

站、坝河转运站、瀛湖转运站、中原转运站 7个
转运站拟征地为耕地或林地，涉及张滩镇邹坡

村、县河镇凡庙村、晏坝镇中心社区、茨沟镇景

家社区、坝河镇斑竹园社区、瀛湖镇桥欣村 28
户 108人；

谭坝转运站涉及谭坝镇谭坝社区统一管理的集体

林地。

因为项目设施建设而失去土地，土地收入可能受

一定程度的影响

设施选址需征询他们同意；这些村

集体对建设转运站持欢迎态度，他

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和

保障；征地补偿款分配及使用也会

一定程度上间接项目施工。

资源处置

设施
劳动者

直接

工人

由蒲城县环卫中心聘请的负责蒲城县大件垃圾拆

解及分拣中心的运营人员

雇佣条款、工时、工资和福利待遇与法规政策的

要求不一致、可能受资源处置设施运营过程中的

噪音、粉尘、设备操作等的职业健康安全影响

（包括传染病传播）

负责各资源处置设施的运营，对项

目的顺利运营有着较主要的作用由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负责白水县大件

垃圾可回收垃圾拆解中心的运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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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由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负责金台区环卫

停车场运营的人员

合同

工人

主要为各个资源化处置中心建设期间的承包商工

人

雇佣条款和福利待遇与法规政策的要求不一致、

可能受资源处置设施建设过程中施工安全影响、

传染病传播风险等

负责各资源处置设施的建设，对项

目的顺利运营有着较主要的作

周边社区居民以及受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

民

可能受资源处置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噪音、粉尘和

运营过程中的噪音、粉尘、异味等的干扰（包括

传染病传播）

他们的支持是项目建设和运营顺利

进行的基础

垃圾填埋

场封场

劳动者

直接

工人

主要为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

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封场

过程中的工作人员（包括安全员、特种设备操作

员）和封场后管理运维人员，以及封场后需要调

动岗位的原填埋场工人

雇佣条款、工时、工资和福利待遇与法规政策的

要求不一致、在填埋气体和渗滤液处理过程中可

能受填埋气体中毒和燃爆等导致的职业健康安全

影响（包括传染病传播）；

部分工人失去原工作岗位，需要调动工作或安

置。

他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封场和后续

维护进行的基础

合同

工人

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封场后管理运维服务外包

工人（比如渗滤液处理涉及的服务外包工人）

场地周边以及进场路影响社区及居民

填埋场封场过程中可能受臭气、填埋气体中毒和

燃爆、堆体不稳定滑动等导致的健康安全影响

（包括传染病传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部分

位于填埋场安全距离内或距离较近的居民在封场

后还可能受社区健康影响

他们的支持是项目顺利封场和运营

顺利进行的基础；他们是否理解和

认同封场后环境健康安全影响是妥

善处理社区关系的基础

垃圾填埋场租用土地涉及的村集体和家庭（除南郑区）

受垃圾填埋场占地影响；填埋场封场后土地的归

还是否会存在健康安全风险；或用地变化的情况

下能否及时获取利益再分享的机会

他们是否理解、支持和认同项目用

地影响及环境健康安全影响等是后

续妥善处理社区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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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机构

第二批子项目省市区县项目管理机构包括：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

 陕西省项目办；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及

宝鸡市（市本级）领导小组办公室；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及

宝鸡市（市本级）项目办5；

 各子项目建设和运营实施主体；

项目管理机构具体识别和分析见表 3-2

表 3-2项目管理机构具体识别和分析表

项目管理机构 对项目的影响力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

– 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项目实施，协同做好相关政策研究、

制定和落实，指导项目市区县完善城乡垃圾管理和农膜回

收体系，试点和探索城乡塑料垃圾减量激励机制，并加强

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衔接等

陕西省项目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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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行和项目指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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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项目领导小组

– 为本市区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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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有垃圾填埋场用地不合规遗留问题处理；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项目办

– 负责推进各自区域子项目的准备和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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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安排信息公示、公众咨询和申诉处理

项目建设

运营实施

机构

建

设

期

蒲城县环卫中心

– 负责已确定的第二批子项目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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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P和环境社会管理的措施和行动

白水县城市管理

执法局

南郑区城市管理

局

安康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汉滨分局

金台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

5 蒲城县项目办设在蒲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属蒲城县环卫中心；白水县项目办设在白水县城市执法管理

局；南郑区项目办设在南郑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汉滨区项目办设在安康市城市执法管理局

汉滨分局下属环境卫生中心；金台区项目办设在宝鸡市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设机构金台区垃圾管理服

务中心；渭滨区项目办设在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设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凤翔区项目办设在凤翔区城市

管理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站；宝鸡市项目办设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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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机构 对项目的影响力

渭滨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

凤翔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

宝鸡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

运

营

期

蒲城县环卫中心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蒲城县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白水县城市管理

执法局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白水县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南郑区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处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南郑区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汉滨区环境卫生

中心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汉滨区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金台区垃圾管理

服务中心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金台区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渭滨区垃圾管理

服务中心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渭滨区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凤翔区环境卫生

管理站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镇村前端收集设施除外）的运营

凤翔区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

– 负责各乡镇、村组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协调和管理社区工人

宝鸡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
– 负责第二批子项目的运营

（3）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省级和区县市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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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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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等。

项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具体识别和分析见表 3-3

表 3-3项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具体识别和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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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对项目的影响力

宝鸡市和

七 个 县

（区）政

府相关部

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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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乡垃圾一体化后续可持续运

营提供财政预算

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
– 负责各区域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和城乡环卫设

施布局

城市管理执法局

– 落实 ESCP和相关环境和社会管理的措施和行动；

– 蒲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指导和监督下属企业蒲城县环卫中

心建设和实施蒲城县子项目，接收处理相关的抱怨申诉；

–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指导和监督子项目建设，接收处理

相关抱怨申诉；

– 南郑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南郑区子项目的建设，并指导和监

督下属企业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实施项目，接收处

理相关的抱怨申诉；

– 汉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汉滨区子项目的建设，并指导

和监督下属企业汉滨区环境卫生中心实施项目，接收处理

相关的抱怨申诉；

–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渭滨区子项目的建设，并指导

和监督下属企业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实施项目，接收

处理相关的抱怨申诉；

– 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渭滨区子项目的建设，并指导

和监督下属企业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实施项目，接收

处理相关的抱怨申诉；

– 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凤翔区子项目的建设，并指导

和监督下属企业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实施项目，接收处理相

关的抱怨申诉；

– 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指导和监督子项目建设，接收处理

相关抱怨申诉；

生态环境局

– 按权限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相关经营、转移、处置及利用活动的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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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设施用地保

障；

– 环卫设施用地规划的调整；

– 现有垃圾填埋场用地不合规遗留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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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治理，协调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 相关设施职业健康管理进行监管；

应急管理局
– 项目安全生产许可的审批和监督

– 设施涉及重大安全问题的监管

蒲城县、白水县、汉中

市南郑区、安康市汉滨

区、宝鸡市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及宝鸡市

级征地部门

– 负责农村集体土地征收；

– 提供第二批子项目征地的相关数据、政策文件，并协助进

行调查

6 各市区县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一致，因此综合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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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对项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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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利益相关方

第二批子项目各市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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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活动后端依托相关设施的业主和第三方运营机构；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以及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

 小区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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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具体识别与分析详见表 3-4。

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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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端依托设施的业主和第三方运营机

构
– 为城乡生活垃圾后端处理提供服务

后端依托管理设施的主管部门
– 为城乡生活垃圾后端处理提供支持和协调，确保焚烧厂建

设进展与本项目实施时间和顺序相衔接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 所辖街道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管理责任主体，负责所辖社区

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协调、推广、指导与监督；

– 招募和管理清洁工、转运工进行前端的垃圾清扫收运等；

协调和管理直接聘请的环卫工人；协调第三方服务公司确

保合同工人管理符合法规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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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最重要的组织者，负责社区垃圾分类工

作的组织、宣传、培训和推广，招募和管理村保洁员和转

运工等；

小区物业
– 负责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宣传、培训和推广，招募

和管理物业保洁员等；协调和管理保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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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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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对项目的影响力

社会团体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妇联
– 保障妇女及儿童权益

其他组织，如：公众与

环境事务研究所，中国

零垃圾，自然之友，陕

西青年与环境互助网络

– 提供生活垃圾分类的指导和培训；

– 促进政府、企业、学者、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在生活垃圾

治理方面的对话与合作

项目建设承包商

– 负责项目设施的建设；

– 落实 ESCP和承包商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中相关措施；

– 按照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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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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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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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前端设

施的村保洁员、镇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拾捡垃圾的人、征地影响的低保户。

表 3-5弱势群体的识别与分析汇总表7

类型 弱势群体 脆弱性分析 受项目的影响 对项目的影响力

前端收集

蒲城县、白水

县、南郑区、

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

凤翔区没有补

贴且安全风险

风控措施不足

的村公益性岗

位保洁员

这部分群体通常为低

收入群体，年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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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路上清运时，可

能受道路交通安全的

影响

主要负责前端垃圾

清运和未来垃圾收

集屋的清洁维护。

他们在前端垃圾分

类收集、转运等的

劳动付出是整个项

目顺利运营的基础

征地影响
受征地影响的 1
户低保户

营生手段有限，文化

程度也较低，更有可

能被排除在主流磋商

程序之外

土地损失

低保户支持是项目

建设和运营顺利进

行的基础

镇级非正规垃

圾堆放

镇级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拾捡

垃圾的人

这部分群体通常为低

收入群体，文化程度

低，更有可能被排除

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

随着七个县（区）垃

圾系统的完善，乡镇

的生活垃圾不会再丢

弃到这些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因而可能影

响他们的部分收入

对项目影响力微乎

其微

7 本表按照设施类别来综合进行受影响方的识别和分析；针对存在个性特征的子项目，将单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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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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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和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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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需求摘要

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特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收集设施

劳动

者

直接工人

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

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城区公共场所清扫保

洁、转运、垃圾分类亭以及垃圾集中收集点

运维的环卫工人

– 希望能灵活安排轮休；

– 工资水平能有所提升；

– 定期提供健康体检；

–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避免意外交通事故

会议、工作群

等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相关乡镇直接聘请的负

责垃圾清扫和收运以及乡镇垃圾收集屋、垃

圾集中收集点等前端设施运维的环卫工人

– 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

– 配置的车辆符合当地的地形条件；

– 定期提供健康体检；

–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避免意外交通事故

会议

合同工人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部分乡镇垃圾收运服务

外包工人

– 定期获取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品；

–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避免意外交通事故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面对面告知、

会议、工作群

等

社区工人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从事公益性岗位的村保

洁员、转运工，负责垃圾收集转运、前端垃

圾收集屋的清洁维护

– 签署劳动合同，工作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并提供意外险；

– 若额外为村垃圾收集屋提供保洁维护，希望增加工资；

– 定期获取足够的且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品；

– 定期获取相关的职业健康（包括传染病）和道路交通安全的培训；

– 有更多和更畅通的抱怨申诉渠道并能够得到及时反馈。

面对面告知

负责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

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城市居民小区垃圾清

扫以及小区内垃圾分类亭清扫的物业保洁员

– 若额外为垃圾收集屋提供保洁维护，希望增加工资报酬；

– 希望小区居民垃圾分类不会增加保洁工作量。
小区物业会议

– 若环卫中心有用工需求，能够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并在有意愿

的前提下能被优先雇佣

– 工作稳定，不会因整合后而被解聘

会议、工作群

等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建设

的村垃圾收集屋、垃圾分类亭等设施周边社区及居民以及受道路交

通安全影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区及居民

– 垃圾收集屋、分类亭等的选址需要充分征求居民的意见；

– 垃圾收集屋、分类亭等的运营需要尽可能减少对周边社区的环境扰

动；

– 垃圾运输车尽可能密闭，减少跑冒滴漏现象，且运输路线尽量优化，

减少对社区的干扰

社区会议、入

户宣讲、场地

和周边社区宣

传栏公示等

在镇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拾捡垃圾的人
– 希望城乡垃圾一体化实施后不会影响收入；

– 如果想没有新增合适的就业机会，希望能得到照顾；

– 参加培训，提升自己工作能力

面对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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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特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转运设施

劳动

者

直接工人

负责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转运站运营的人员

– 签订劳动合同；

– 灵活安排轮休；

– 工资水平能有所提升；

– 员工休息室设计考虑女性更衣分隔功能；

– 职业健康与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若从事的岗位可能有职业病危害，

希望了解相关职业健康危害防护的信息并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和发

放劳保用品；

– 定期获取相关的职业健康（包括传染病）和道路交通安全的培训。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

合同工人
主要为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

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转运站建设期间的

承包商工

– 签订劳动合同；

– 建设期的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

– 及时发放工资；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

周边社区及居民以及受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的垃圾运输车辆途径的社

区及居民

– 转运站等的选址需要充分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

– 转运站等的建设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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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的环境监测数据定期向社区公开；

– 垃圾运输车尽可能密闭，减少跑冒滴漏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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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社区反映的问题，提升垃圾收运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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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

影响

村集

体、

居民

渭滨区 高家镇转运站影响的上川村村集体
– 补偿政策及标准及时公开；

–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 征地不影响家庭长期生计；

信息公示、村

组会议等

凤翔区
陈村转运站、彪角转运站及宣教中心影响的

4个村村集体

– 补偿政策标准及时公开；

–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 集体土地补偿款使用公开透明；

信息公示、村

组会议等

南郑区

新集转运站、圣水转运站、城北转运站及南

郑区宣教中心影响的 10户 38人及新集社区

集体

– 补偿政策标准及时公开，并且通知到户；

–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 集体土地补偿款使用公开透明；

汉滨区 张滩转运站、县河转运站、晏坝转运站、谭
– 补偿政策标准及时公开，并且通知到户；

–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面对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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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特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坝转运站、茨沟转运站、坝河转运站、中原

转运站及瀛湖玉岚转运站影响的 28户 108
人及谭坝社区集体

– 集体土地补偿款使用公开透明； 信息公示、村

组会议等

白水县
8个拟建转运站、大件拆解及分拣中心影响

的 7户 30人，及 4个村的村集体

– 补偿政策标准及时公开，并且通知到户；

– 补偿款及时足额发放；

– 集体土地补偿款使用公开透明；

面对面告知、

信息公示、村

组会议等

资源处置设

施（大件拆

解及分拣中

心）8

劳动

者

直接工人

由蒲城县环卫中心聘请的负责蒲城县大件垃

圾拆解可回收中心的运营人员
– 签订劳动合同，纳入社保；

– 灵活安排轮休；

– 工资发放及时；

– 工作安全和健康得到保障；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由白水县环卫中心聘请的负责白水县大件垃

圾拆解可回收中心的运营人员

合同工人
主要为各个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设期间的承包

商工人

– 签订劳动合同；

– 建设期的施工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

– 及时发放工资；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

周边社区居民

– 资源处置设施的建设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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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的环境监测数据（包括噪音等）定期向社区公开；

– 建立有效的社区申诉机制，及时解决社区反映的问题，提升设施管理

水平；

社区会议；入

户宣讲等

环卫停车场

及宣教中心

劳动

者

直接工人

由金台区及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

负责金台区和渭滨区环卫停车场运营的人

员
– 签订劳动合同，纳入社保；

– 灵活安排轮休；

– 工资发放及时；

– 工作安全和健康得到保障；

员工会议，工

作群等由宝鸡市、渭滨区、凤翔区、南郑区、蒲

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聘请的宣教中心运营

人员

合同工人
主要为环卫停车场及宣教中心建设期间的

承包商工人

– 签订劳动合同；

– 建设期的施工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

– 及时发放工资；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

8 第二批所有子项目中，仅蒲城县、白水县子项目涉及资源处置设施（大件拆解及分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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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施 受项目影响各方 特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金台区环卫停车场周边社区居民

– 停车场入口通道可能会影响一小区居民停车，建议与该小区居民协商

居民使用停车场地的方案；

– 建立有效的社区申诉机制，及时解决社区反映的问题，提升设施管理

水平；

垃圾填埋场

封场

劳动

者

直接工人

主要为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

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

理场封场过程中的工作人员（包括安全员、

特种设备操作员）和封场后管理运维人员

– 职业健康与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若从事的岗位可能有职业病危害，

希望了解相关职业健康危害防护的信息并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和发

放劳保用品；

– 定期获取相关的职业健康（包括传染病）和道路交通安全的培训；

– 定期获取符合标准的劳保防护用品；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 提升垃圾填埋场环境和卫生管理水平；

面对面告知；

会议宣讲；工

作群等

合同工人

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

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

封场后管理运维服务外包工人（比如渗滤液

处理涉及的服务外包工人）

– 签订劳动合同；

– 封场施工期的施工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班组会议、工

作群等

场地周边以及进场路影响社区及居民

– 相关的环境监测数据定期向社区公开；

–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周边以及沿线社区居民的道路交通安全；

– 填满场运行期间和封场后不对周边社区产生环境和健康风险；

– 施工期和后续期间确保堆体稳定性，避免对周边社区安全产生影响；

– 建立有效的社区申诉机制，及时解决社区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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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填埋场租用土地（白水、蒲城）涉及的村集体和家庭

– 垃圾填埋场封场后的用地方案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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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归还的土地不会有健康安全的影响；

– 土地再利用方式也需要与村民充分沟通。

社区会议、入

户告知、焦点

小组座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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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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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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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世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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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充分沟通协商确定。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等

陕西省项目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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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包括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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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实施机构；

– 在项目建设运营阶段，需要有专门的费用聘请具备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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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调解决部分设施用地手续不合规遗留问题；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研讨会、专

题培训等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项目领导小组

– 市级或县（区）的相关政府部门紧密配合，按照世行要求完成各自的项目准备，顺利

通过世行评估，并有效促进在各自项目的顺利实施；

– 项目环境与社会承诺计划中与本市或县（区）相关的内容需与世行充分沟通协商确

定；

– 协调解决部分设施用地手续不合规遗留问题；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专题讨论或培训会等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项目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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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包括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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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条款准备、环境和社会绩效

监测等，培训对象应囊括项目办、关键政府部门和实施机构；

– 项目办领导支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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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调解决部分设施用地手续不合规遗留问题；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研讨会

实施机构 建设期实施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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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包括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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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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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利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运营期实施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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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包括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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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和七

个县（区）

政府相关部

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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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 – 项目实施符合地方规划；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城市管理执法局

– 项目建设符合地方的规划；

– 了解世行 ESF相关政策和要求，希望项目办为其或下设实施机构提供环境与社会管理

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培训会、座谈会等

生态环境局

– 项目建设符合地方的规划；

– 了解世行 ESF相关政策和要求，希望项目办为其或下设实施机构提供环境与社会管理

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 相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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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调解决部分设施用地手续不合规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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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局
–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建设需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并报应急管理局备案；并

加强运营过程中的应急管理
政府正式文件、电子邮件、座谈会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及宝鸡市级

征地部门

–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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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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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5、移民安置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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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各市区县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一致，因此综合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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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 利益需求 首选参与方式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 针对从事前端垃圾清运的公益性岗位环卫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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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下配置的相关车辆等设备应符合地方特点；

– 了解世行 ESF中对直接工人管理以及申诉机制等的相关要求，获取相关的培训；

– 在前端垃圾清运以及直接工人管理方面能得到环卫部门的指；。

政府正式文件、培训会、座谈会等

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
– 项目下配置的相关设备应符合地方特点；

– 了解世行 ESF中对社区工人管理以及申诉机制等的相关要求；

– 在前端垃圾清运以及社区工人管理方面能得到环卫部门的指导；

座谈会

小区物业
– 政府提供完善的垃圾分类设备，并对小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的教育宣传培训活动，有

专人提供垃圾分类的指导；

– 垃圾及时得以清运，社区环境卫生能得到保障

政府正式文件、座谈会

城乡居民
– 能够获取垃圾分类的教育宣传培训指导；

– 垃圾及时得以清运，环境卫生能得到保障；
社区会议、入户宣讲等

社会团体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妇

联
– 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保护女性的权益； 座谈会

其他组织，如：公众与环

境事务研究所，中国零垃

圾，自然之友，陕西青年

与环境互助网络

– 促进政府、企业、学者、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管理方面的对话与合作； 座谈会

项目建设承包商 – 了解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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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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弱势群体在项目周期中能够充分参与项目及其利益，在子项目社会

影响调查和公众参与期间，特别关注了相关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及其需求。弱

势群体的需求详见表 3-8。

表 3-8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

设施类型 弱势群体 利益需求
首选通知方

式

收集设施

蒲城县、白水县、南

郑区、汉滨区、金台

区、渭滨区、凤翔区

没有补贴且安全风险

风控措施不足的村公

益性岗位保洁员

– 签署劳动合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工资

收入；

– 职业健康与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提供意外

险，定期获取符合标准的劳保防护用品；

– 提供安全方面的培训；

– 除了村委会和镇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畅通投

诉渠道，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村组会议、

面 对 面 告

知、书面告

知

转运设施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

保户

– 及时支付足额补偿；

– 抱怨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面 对 面 告

知、书面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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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期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摘要

4.1 已经开展的活动综述

截至第二批子项目评估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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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选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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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可研/设
计单位在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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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目项目实施前，社评单位通过座谈会、关键信息人访谈（KII）、实地

查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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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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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周边社区及居民、学校、征地受影响人、现有设施负

责人、依托设施业主及第三方管理公司、各级项目办和各实施机构负责人、政

府关键职能部门、街镇政府以及项目的环评、可研/设计等机构。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以及覆盖范围包括：

关键人物访谈（包括电话沟通）：覆盖范围包括（政府关键职能部门、街

镇政府、各级项目办和各实施机构负责人、镇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环卫工人、

转运司机、转运工、管理人员、垃圾填埋场工人、渗滤液处理厂工人、征地受

影响人等）；这些人都是受项目影响或可能受到项目影响以及可能与项目有利

益关系的一些关键人物；社评单位通过省项目办、各及项目办、实施单位、街

镇政府、村委会的协调与配合，在相关单位或项目现场对涉及的关键人物进行

访谈并记录；针对征地受影响人：采取入户访谈的方式，尽可能全覆盖，如果

公众参与时受影响人外出无法出席，则采取线上或向知情人（亲属）获取相关

信息。

座谈会：覆盖范围包括（项目设施周边镇/村/社区、负责当地垃圾收运的第

三方公司）；通过各项目办与镇/村/社区干部、第三方公司协调，社评单位在相

关镇/村/社区、第三方公司开展对镇/村/社区（干部、居民、社区工人、设施周

边社区居民第三方公司负责人、转运工人、司机、保洁员、环卫工人）的座谈；

座谈会按照女性参与者不低于 35%，低收入群体不低于 15%的原则进行随机抽

样。

问卷调查：覆盖范围包括（项目所在的市区县城镇和农村地区），抽样方

法为随机抽样，样本选取的方式为：城区按照距离远近在每个街道办选取 2-3
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农村地区按照乡镇区域划分，每镇选取 3-4个村，征地

受影响村问卷调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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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点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微信、邮箱）：覆盖范围包括（项目所有设

施选址点、垃圾填埋场、渗漏液处理厂、现有转运站等），社评单位在各项目

办协调下，对每一个选址点进行实地考察，对选址点的用地情况、土地批复文

件等资料进行收集。

专题会议(包括线上会议)：主要覆盖范围包括（省项目办、各区县项目办、

项目负责人、环评单位、可研/设计单位以及社评单位），由省项目办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下一步项目

具体怎样实施进行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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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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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了从前端垃圾收集到后

端依托设施整个垃圾管理链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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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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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部门联合确定设施选址。在省项目办组织下，第二批各县区实施机构、

区县市自然资源局、社评单位、环评单位、相关镇政府、国土所及村委会共同

参与各县区备选址点位共 97个。社评单位结合社会敏感点分布及周边社区诉求

建议更换点位或优化 23个，均被采纳。通过优化选址，相关设施尽可能避开毗

邻的学校、住户房屋、饮用水水塔等敏感点，以及避免涉及基本农田以尽可能

减少项目征地对农民生计影响、避免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简化项目用地报批

手续和时间等。

政府部门召开协调会解决设施用地。2023年 5月到 2024年 5月，社评单位

与渭滨区、金台区等相关区县项目办、资规局、街道/乡镇等召开垃圾转运站选

址用地专题会议，渭滨区和金台区主要对所有拟建转运设施用地相关手续及规

划进行了讨论，会议确定：所有拟建转运设施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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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手续需在下一步按程序办理。会后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关于陕西

省世行贷款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宝鸡市第二批子项目拟建环卫设施符合宝鸡

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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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各区规 划

与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局、卫健委、人社局、乡村振兴局等）进行

访谈，重点了解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在设施用地、环境污染防治、工人职业健康

安全、社区健康安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相关的国内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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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国内法规及世行相关环境和社会标准要求。

关键人访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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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各实施机构及其主管部门、现有设施场地负责人、依托设

施业主及第三方管理公司、可研单位、环评单位、街镇政府和村干部等）进行

了访谈，了解现有设施、依托设施和未来项目活动可能的环境社会风险（包括

用地、劳动者工作条件及职业健康安全、周边社区的健康、道路交通安全、邻

避效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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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单位在现场调查过程中，与现有设施的劳动者、社区工人以

及周边社区的居民等进行了座谈，主要了解：

劳动者现有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加班情况、相关待遇以及相关的

职业健康安全等的培训、防护、体检等情况；

设施周边社区居民、学校教职工等对设施选址以及建设运营过程中的

噪音、异味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顾虑、需求和建议。

汉滨区鼓楼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以及对垃圾

收转运的需求等方面与当地的汉族几乎没有差异。

表 4-1利益相关方参与人次统计

调查对象
蒲城

县

白水

县

南郑

区

汉滨

区

泾阳

县

金台

区

渭滨

区

凤

翔

区

宝鸡

市级

合

计

实施机构

负责人
4 4 4 5 3 4 5 5 3 37

现有设施

场地负责

人

2 2 2 / / 2 2 2 / 12

劳动者 16 22 31 60 9 40 58 14 / 250
其中：直

接工人
9 12 / 5 / 25 50 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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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蒲城

县

白水

县

南郑

区

汉滨

区

泾阳

县

金台

区

渭滨

区

凤

翔

区

宝鸡

市级

合

计

社区保洁

员
7 10 15 35 4 15 8 6 / 100

合同工人 / / 16 20 5 / / 5 / 46
街镇政府 3 32 9 30 5 8 6 7 / 100
村委会/居

委会
12 41 20 35 15 12 3 20 / 158

设施周边

社区居民
4 10 4 / / 22 20 3 / 63

关键政府

部门访谈
10 15 11 15 17 15 16 19 / 117

其中：卫

健委
1 2 / 1 1 1 1 2 / 9

自然资源

局
2 2 1 2 2 2 3 2 / 16

人社局 1 2 3 1 1 1 1 2 / 12
住建局 1 1 1 1 1 1 1 1 / 8
环保局 2 2 1 1 2 2 1 2 / 13

农业农村

局
1 2 2 1 1 1 1 2 / 11

妇联 1 2 1 2 2 1 3 2 / 14
应急管理

局
1 2 1 1 1 1 2 1 / 10

可研单位 2 2 2 2 2 2 2 2 / 16
环评单位 3 2 3 3 2 3 2 2 / 20
社区居民

问卷调查
95 248 260 248 156 189 281 278 / 1755

问卷调查。社评单位在各市区县项目办的协调支持下，还开展了针对临蒲

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泾阳县、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居民（城

区居民包括机关干部、教师、物业人员、小区保洁、居民、企业职工、环卫工

人等；农村地区居民包括村镇干部、村镇保洁、转运工、农户等）的问卷调查，

了解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垃圾设施选址等的看法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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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共收到城区 1523份、农村地区 1755份
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分布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泾阳县、金台区、

渭滨区、凤翔区的 81个镇街 233个村/社区。（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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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问卷调查区域分布及数量

区域

城区 农村

街道

（个）

社区

（个）
问卷（份） 镇（个） 村（个） 问卷（份）

蒲城 4 10 152 2 6 95
白水 0 0 0 9 22 248
凤翔 1 6 143 11 26 278
渭滨 5 24 462 3 20 281
金台 6 25 429 4 9 189
汉滨 4 13 201 14 28 248
南郑 2 10 136 11 23 260
泾阳 \ \ \ 5 11 156
合计 22 88 1523 59 145 1755

4.2 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1）城区居民问卷调查

城乡居民调查主要围绕垃圾分类收集的接受度、垃圾桶的布设、垃圾设施

的距离、相关的宣传方式、可回收物的处理方式、对垃圾清运工作的建议、申

诉机制等方面。城区居民调查覆盖了 8个县（区）22个街办 88个社区，调查对

象包括机关干部、教师、物业人员、小区保洁、居民、企业职工、环卫工人等，

其中女性占比为 60.9%，年龄段在 45-60岁之间的占比最多（48.7%）。

针对垃圾收集分类，98.1%的居民支持本项目的实施；99.0%的居民支持垃

圾按可回收和其他垃圾分类；95.4%的居民支持小区内设置垃圾分类亭，55.1%
的居民可接受垃圾分类亭的位置最远为 20-30米。

针对可回收物的处理，70.1%的居民会把硬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卖给回

收点，其中 62.2%的居民每月平均有 1-5元的收入，26.9%的居民每月有 5~10
元的收入。

针对垃圾清运和转运，63.9%的居民倾向于收运车辆在小区外清运；39.6%
的居民认为每周垃圾清运次数不够，37.6%的居民认为转运时防护措施不到位。

86.6%的居民支持所在小区附近的垃圾转运站进行改扩建，8.3%的居民认为无

所谓。同时，转运站改扩建影响中，有 63.8%的居民选择异味，16.4%认为是噪

声，14.6%认为交通出行将受到影响。

针对垃圾处理相关问题的投诉渠道，35.7%的居民认为最有效的渠道是区

县级以上部门，其次为 27.4%倾向于社区办，23.1%倾向于向街道办投诉。

针对本项目对小区的影响，66.2%的居民认为本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潜在风险

为异味、噪声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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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城区居民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期望和建议，较多的建议有：希望

项目建设期间对居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希望项目尽快实施。

（2）农村居民问卷调查

农村居民调查覆盖了 8个项目县区的农村地区 59个乡镇 145个村/社区，调

查对象包括镇干部、村干部、镇保洁、村组保洁、转运工、农户等，针对环卫

人、村镇保洁员、公益性岗位、转运工等，调查了关于工作时间、劳保用品、

保险、体检、安全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以及相关的建议，其中女性占比为

38.3%，年龄段在 45-60岁之间的占比最多（45.2%）。97.9%的居民支持本项目

的实施。

针对垃圾收集分类，99%的居民支持垃圾按可回收和其他垃圾分类，73.9%
的居民希望新建的垃圾集中点距居民房屋的最短距离为 50米；

针对可回收物的处理，85.3%农村居民会把硬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卖给

回收点，平均每月 1-5元的收入。

针对垃圾收集和转运，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目前当地垃圾转运设施（系统）

不足的地方是每周垃圾清运次数不够（51.3%）和转运时防护措施不到位

（30.7%）。

针对垃圾处置，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本项目的实施对当地垃圾处理水平可

能会有明显提高。86.7%的人支持填埋场封场。

针对农膜的危害及其处理，89.6%的农村居民认为废弃农膜不进行处理或丢

弃在田间地头，对当地环境、土壤有危害或高危害。56.2%的村民将农膜收集后

卖掉；23.4%的村民将农膜倒入垃圾桶；20.4%的村民不捡拾或堆放低头；

54.8%的村民愿意以货币补贴的形式回收废旧地膜和反光膜。

针对本项目对村镇的影响，68.4%的村民认为对垃圾转运沿线的社区/村庄

没有明显影响或有较小影响。48.7%的村民认为不会对当地集镇集会、周边学校

等产生影响，27.1%的村民认为会产生影响，24.2%的村民不确定。83.7%的村

民愿意参加本项目的建设和运维活动。

针对垃圾处理相关问题的投诉渠道，33.7%的农户认为最有效的渠道是县/
区级以上部门，其次是镇政府/街道办（25.6%）

针对农村居民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期望和建议，农村居民希望尽快建

设垃圾转运站，增加垃圾清运的次数，不要给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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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已完成参与活动的发现和建议

基于准备期已开展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在相关环卫设施选址、城乡生

活垃圾一体化系统设计和运营、项目用地手续完善、关注不同类型劳动者工作

条件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以及如何共享环卫设施及城乡垃圾收运系统更好解

决农村塑料地膜污染问题等方面获得很多有意义的发现和建议。利益相关方参

与活动及主要发现汇总记录见附件 1。

以下总结了从已完成的参与活动中得出的对完善活动的选址、设计、实施、

运营以及对环境社会风险和影响的管理有特别重要启发的发现。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尽早开展并贯穿整个项目周期，并在项目前期高度关

注垃圾设施邻避效应。针对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区和学校等敏感点，

应重点关注和强化垃圾设施运营过程中的噪音、臭气等干扰以及道路交

通安全的管理，以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

设施周边居民公众态度调查结果。通过开展的利益相关方活动，设施周

边居民均表示对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

示可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转运及处置设施有相关岗位的劳动者存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垃圾填埋

场、转运设施等一般都未落实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以及职业健康体检，

区县项目办及各实施机构应尽早和地方卫健委沟通，了解相关的要求和

程序，并在项目的设计、建设和实施过程中落实。

建立有效的城乡一体化垃圾系统应关注前端社区工人的工作条件，提升

其安全意识和能力。完善农村社区工人劳动权益和安全的管理，包括劳

动合同签订，加强安全等方面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意外伤害险，完善申

诉机制的建设，并将县（区）环卫部门的职能延伸，指导和监督这些前

端社区工人的管理。

制定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安全隔

离区内居民健康风险管理计划并进行监测。在社区健康和安全风险的专

题评估期间，应与相关家庭进行有意义的协商，以了解他们的关切、态

度和需求，将合理的需求纳入相关管理计划，并在填埋场封场期间和之

后监测社区管理，包括申诉处理。

尽早落实部分设施租地影响村集体和村民的后续安置方案。蒲城县响石

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用

地为租地方式，封场后的使用或归还方式需要与这些村集体和村民进行

有意义的磋商，了解他们的诉求，协商确定继续租用土地的补偿方案或

者合理的土地归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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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项目选址和设计。包括前端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选点需

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前端清运车辆的配置选型也需要充分征求

地方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汉滨区各乡镇和农村配置收集车应考虑更强动

力的车型。

4.4 基于尽调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沟通

2024年 4月~5月，环境与社会尽调团队与陕西省项目办、世行社会官员，

宝鸡市项目办和七个区县项目办以及区县规资局、实施机构（主要为各区县环

卫部门）、相关镇街、设计单位就发现的劳动者用工条件和职业健康安全、社

区健康安全、用地手续合规性、征地拆迁以及环境与社会承诺计划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有意义的磋商。

特别地，针对部分填埋场封场子项目在用地（比如白水县和蒲城县待封场

填埋场的在用地许可方面还有遗留问题）、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比如填埋场

均没有进行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并针对性提供职业健康体检）、社区健康安

全（比如白水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安全距离内后建的社区居民点）存在较高

（substantial）风险的情形，就完善相应的用地手续、设计方案以及未来监测计

划等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社会尽调团队提出的完善相应的劳动者管理程

序、加强社区沟通和健康安全管理、完善用地手续等方面的措施和行动得到了

认可，并就环境与社会承诺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4.5 已经完成的信息披露活动

项目环境和社会文件准备过程中，社评和环评单位充分与省项目办、区/县
项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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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的实施安排，

项目分批次准备和实施，第一批子项目已完成以下信息披露活动：）

陕西省利用国外贷款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陕西省项目办）于 2022年 9月
23日通过其官网公示了第一批子项目的具体的环境和社会文件初稿及总项目的

框架文件初稿，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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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第一批子项目环境与社会评估文件初稿公示

根据世行审查意见和收到的公众意见，陕西项目办对环境和社会文件进行

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得到了世行的正式批准。2022年 11月 23日，陕西项目

办在政府网站（http://sndrc.shaanxi.gov.cn/fgyw/tzgg/FBjQbe.htm）对最终报告进

行的再次公示，详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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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第一批子项目环境和社会文件第二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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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本计划主要是针对负责陕西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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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子项目中不同设施和活动在不同实施阶段的主要

职责和资源，并针对不同类型设施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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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省级和市区县级实施机构及关键政府部门协商，讨论并确定

环境与社会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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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联席会议、各级项目办以及各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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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由陕西省发改委、财政厅、生态环境厅、

住房建设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乡村振兴局、供销合作总社等 8个
部门和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等 6个市组

成。

 陕西省项目办；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领导小组；

宝鸡市（本级）项目办10；

10 本项目下只有宝鸡市设立了地级市市级项目办，主要是负责宝鸡市（市本级）项目实施及统筹协调宝鸡

市下属的渭滨区、金台区、凤翔区四个区相关子项目活动的实施；其他地级市如临蒲城县和白水县所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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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

七个县（区）级项目办；

 子项目实施机构：部分子项目的建设实施主体与运营实施主体

不同。项目实施机构详情见表 5-1。

表 5-1第二批子项目不同活动的实施机构

区域
子项目

类型
主要活动 建设期 运营期

蒲城

县

收集设施

农村：垃圾收集屋及配置的垃圾

桶；

蒲城县环卫

中心

各乡镇及村委会

城区：垃圾分类亭及配置的垃圾

桶
蒲城县环卫中心

处置设施
大件垃圾和可回收拆分中心 蒲城县环卫中心

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蒲城县环卫中心

白水

县

收集设施
农村：村镇配备电动收集车（含

垃圾桶），垃圾分类宣传设施

白水县城市

管理执法局

各乡镇及村委会

转运设施
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各类转运

车辆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处置设施 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南郑

区

收集设施

农村：村垃圾收集屋及配套的垃

圾桶；集中收集点

南郑区市政

公用事业管

理处

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
城区：垃圾分类亭及配套垃圾

桶；集中收集点

转运设施 新建和提升改造生活垃圾转运站 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

宣教设施 新建宣教中心 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

处置设施 汉中市江南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南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

汉滨

区

收集设施

农村：村垃圾收集屋及配套的垃

圾桶；集中收集点

汉滨区环境

卫生中心

汉滨区环境卫生中心

城区：垃圾分类亭及配套垃圾

桶；集中收集点
汉滨区环境卫生中心

转运设施 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及配套车辆 汉滨区环境卫生中心

金台

区

收集设施

农村：村垃圾收集屋及配套的垃

圾桶

金台区垃圾

管理服务中

心

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城区：新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亭、垃圾分类亭及配套垃圾桶；

集中收集点

转运设施
新建和提升改造生活垃圾转运站

及配套车辆、新建环卫停车场
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渭滨

区
收集设施

农村：村垃圾收集点及配套的垃

圾桶

渭滨区垃圾

管理服务中
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渭南市、汉滨区所属安康市、南郑区所属汉中市不设市级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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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子项目

类型
主要活动 建设期 运营期

心城区：提升改造城区生活垃圾收

集点、新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亭、垃圾分类亭及配套垃圾桶；

集中收集点

转运设施
新建和提升改造生活垃圾转运站

及配套车辆
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宣教设施
展墙工程、设施材料及展示设备

等
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凤翔

区

收集设施

农村：新建和提升改造村垃圾收

集点及配套的垃圾桶

凤翔区环境

卫生管理站

凤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城区：新建垃圾收集点及配套垃

圾桶

转运设施

农村：新建压缩转运站及配套车

辆和设备 凤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城区：配套车辆

宝鸡

市

综合管理

宣教中心
综合管理楼

宝鸡市城市

管理执法局
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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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针对负责项目整体统筹实施管理的项目联系会议办公室和陕

西省项目办的职责进行说明，然后分区域分主体单独说明。

（1）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陕西省项目办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协调省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以及宝鸡市和七个县（区）项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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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项目办负责根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实施并监督 SEP。陕西省项目

办的主要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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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机构以及环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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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并完善第二批子项目的环境和社会

管理文件；确认第二批子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文件的内容及措施，就环境

和社会承诺计划，与世行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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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阶段：和项目实施机构沟通，明确采购方案中的环境和社

会条款；协调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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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金台区、渭滨

区、凤翔区及宝鸡市级（第二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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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汇总报送世行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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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市区县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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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汇总报送世行审查；跟踪、协调解决项目运营阶段涉及

的重大环境和社会问题。

（2） 蒲城县

蒲城县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蒲城县项目办、蒲城县城市管理执

法局下设机构蒲城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和各乡镇政府。蒲城县项目办设在蒲城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蒲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也为项目的建设实施机构，同时负

责其他子项目的运营；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镇村前端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

（垃圾收集屋）的运维。

蒲城县项目办和蒲城县环卫中心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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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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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陕西省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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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前端垃圾收集屋和

分类亭选点；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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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陕西省项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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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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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直接工人、合同工人和社区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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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

况及总结），并报送陕西省项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包括大件垃圾

和可回收拆分中心和宣教中心子项目在内的所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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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报送陕西省项目办；跟踪、协调解决项目运营阶段涉及的环境和社会

问题。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县环卫中心，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就

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县环卫中心，开展针对社区等的信

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社区村民对垃圾收集屋建设和运营

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诉求和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环卫工

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

（3） 白水县

白水县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白水县项目办、白水县城市管理执

法局所属设施站和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设的五个管理所和一个管理办以及

各乡镇政府。白水县项目办设在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白水县项目的建设和

运营机构为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镇村前端垃圾清运。

白水县项目办和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的主要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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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社评单

位，参与座谈或陪同现场调查，准备环境与社会文件；确认环境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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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计划的可行性并明确实施的预算安排、资源及其职责；负责项

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并反馈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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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相关诉求；特别地，针对白水县张坡生活

垃圾填埋场周边社区居民，了解周边社区居民对封场影响的看法和建议，

尽可能采取措施规避相关的影响；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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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并通过白水县项目办提交

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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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工人和社区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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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针对白水县张坡生活

垃圾填埋场周边社区居民，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和设计单位在充分咨

询生态环境、安全等主管部门和周边社区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规和技

术标准要求、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国内和国际良好实践，在填埋场封

场施工方案和退役后维护方案中明确恰当的方案和措施应对周边社区健

康风险隐患，并进行跟踪监测；在项目关账前，准备所有子项目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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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白水县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所属设施站和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设的五个管

理所和一个管理办的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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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

运营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

诉求；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所属设施站、五个管理所

和一个管理办，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

求和处理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县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所属设施站、

五个管理所和一个管理办，开展针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

与活动，了解社区村民对垃圾收集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

险和问题的诉求和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

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

（4） 汉滨区

汉滨区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汉滨区项目办、安康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汉滨分局城市环境卫生中心和第三方公司。汉滨区项目办设在安康市城市

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汉滨区城市管理执行局也为项目的建设实施机构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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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各乡镇政府和第三方公司负责前端镇村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垃圾收

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运维。

汉滨区项目办和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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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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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汉滨区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和反馈各利益相关方关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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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相关诉求，并进行反馈；准备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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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汉滨区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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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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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和监测城市环境卫生中心针对子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

的情况；审查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提交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

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

及总结），并通过汉滨区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在项目关账前，

审查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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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汉滨

区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城市环境卫生中心和第三方公司的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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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运营

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

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并报送汉滨区项

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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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汉滨区项目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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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环境卫生中心和第三方公司，开展利益相关

方参与活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和反馈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环境卫生中心和第三方公司，开展

针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和反馈社区村民对

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

题的诉求和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

和反馈相关诉求；

（5） 南郑区

南郑区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南郑区项目办、南郑区城市管理局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和第三方公司。南郑区项目办设在南郑区城市管理局汉滨，

南郑区城市管理局也为项目的建设实施机构和运营机构，各乡镇政府和第三方

公司负责前端镇村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

运维。

南郑区项目办和南郑区城市管理局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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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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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陕西省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和反馈各利益相关方关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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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相关诉求，并进行反馈；准备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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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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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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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和监测南郑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和第三方公

司针对子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的情况；审查南郑区垃圾管理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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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交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通过宝南郑区项目办提交省项

目办和世行；在项目关账前，审查南郑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

处和第三方公司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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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南郑区项目办提交省项目

办和世行。

南郑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的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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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运营

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

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并报送南郑区项

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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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南郑区项目

办。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开展利益相关方参

与活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开展针对

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社区村民对垃圾收集屋

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诉求和建议，了解乡镇聘

请的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

（6） 金台区

金台区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金台区项目办、金台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以及其下设机构——金台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金台区项目办设在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金台区城市管理执行局也为项目的

建设实施机构；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为项目的运营机构，各乡镇政府负责

前端镇村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运维。

金台区项目办和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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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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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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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宝鸡市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和反馈各利益相关方关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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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相关诉求，并进行反馈；准备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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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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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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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和监测金台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针对子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的情况；审查金台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

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提交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

（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通过宝

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在项目关账前，审查金台区环境卫生

管理站和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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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宝鸡市

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金台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的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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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运营

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

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并报送金台区项

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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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金台区项目

办。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区垃圾管理服

务中心，开展针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社区

村民对垃圾收集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诉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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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

诉求；

（7） 渭滨区

渭滨区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渭滨区项目办、渭滨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以及其下属机构——渭滨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渭滨区项目办设在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渭滨区城市管理执行局也为项目的

建设实施机构；渭滨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为项目的运

营机构，各乡镇政府负责前端镇村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垃圾收集屋、垃圾

集中收集点）的运维。

渭滨区项目办和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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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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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宝鸡市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和反馈各利益相关方关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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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相关诉求，并进行反馈；准备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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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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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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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和监测渭滨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针对子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的情况；审查渭滨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

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提交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

（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通过宝

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在项目关账前，审查渭滨区环境卫生

管理站和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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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宝鸡市

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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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的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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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运营

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

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并报送渭滨区项

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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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渭滨区项目

办。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区垃圾管理服务中心，

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和区垃圾管理服

务中心，开展针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社区

村民对垃圾收集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诉求和

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

诉求；

（8） 凤翔区

凤翔区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凤翔区项目办、凤翔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以及其下属机构——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站。凤翔区项目

办设在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凤翔区城市管理执行局也为项目的建设实施机

构；凤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为项目的运营机构，第三方公司和各乡镇政府负责

前端镇村垃圾清运以及前端设施（垃圾收集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运维。

凤翔区项目办和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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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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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 ESF
要求的环境与社会文件，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报送宝鸡市项目

办；负责项目相关信息和环境社会文件的披露和反馈各利益相关方关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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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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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并进行反馈；准备子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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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

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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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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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和监测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站针对子项目

利益相关方参与实施的情况；审查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

站提交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包括所有子项目的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情况及总结），并通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

办和世行；在项目关账前，审查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站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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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宝鸡市项目办提交省项目办和世行。

凤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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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社区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各方对子项目运营

期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相关诉求；

准备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半年度监测报告和完工报告，并报送凤翔区项

目办；在项目关账前，准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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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凤翔区项目

办。

各乡镇政府的职责包括：

 项目实施前：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活

动，就垃圾收集屋的选址广泛征求社区村民意见；

 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配合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开展针对社区

等的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了解社区村民对垃圾收集屋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诉求和建议，了解乡镇聘请的

环卫工人的意愿和诉求，并及时解决和反馈相关诉求；

（9） 宝鸡市级

宝鸡市级子项目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为宝鸡市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设在

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其主要职责见第一批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中的相关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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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资源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由陕西省发改委、财政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建设厅、

农业农村厅、商务厅、乡村振兴局、供销合作总社等 8个部门和宝鸡市、咸阳

市、渭南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等 6个市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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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项目办将指定至少一名环境社会协调人负责总体项目的环境社会事

宜，同时招聘一名外部环境专家和一名外部社会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相关费用

来自本项目的能力建设部分。待聘请的环境和社会专家将适时制定流程。主要

职责包括：

 负责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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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宝鸡

市项目办和七个县（区）项目办；

 明确采购文件中环境与社会的要求并协调各实施机构落实相关

条款；

 指导、监督宝鸡市项目办和七个县（区）项目办利益相关方参

与实施。

宝鸡市项目办和七个县（区）项目办将指定一名内部环境社会协调人，在

陕西省项目办环境与社会专家的指导下，负责协调和督促各实施机构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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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办承诺

提供充分资金来保障内部环境专员与社会专员用于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安排的

经费。

各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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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将指定专人负责项目的环境社会管理，所涉及的费用应包含在各自相应的财务

预算中。

根据与各级项目办的协商，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和各县区项目办

以及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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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价”和子项目 1C“机构加强和能

力建设”费用下的项目贷款预算分配给：

–聘请外部环境和社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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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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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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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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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七个县（区）项

目办以及各实施机构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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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子项目的信息披露包括，在项目评估之前通过向相关设施周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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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设施：信息披露重点围绕两大类群体，即社区及居民、相

关劳动者（主要包括合同工人、直接工人、社区工人）。

–针对社区居民，重点披露可能的选址及潜在的风险、社区申诉机制

以及运营期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建设期承包商合同工人和运营期的直接工人、劳务外包合同工

人、社区工人，重点披露劳动者管理程序中与之相关的内容（含申

诉机制）以及运营期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转运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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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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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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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环境与社会外部监

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周边社区及居民，重点披露转运站建设内容和范围、社区申诉

机制、运营期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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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处置设施：重点围绕两类群体，即相关劳动者和周边社区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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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运营期直接工人，重点披露运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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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社会外部监

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周边社区及居民，重点披露资源处置设施建设内容和范围、社

区申诉机制、运营期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世行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

之相关的内容。

 垃圾填埋场封场：重点围绕三类群体，即相关劳动者、周边社

区及居民和租用地影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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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期国内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世行环境与社会外

部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运营期涉及直接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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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环境与社会外部

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针对周边社区及居民，披露项目建设内容和范围、社区申诉机制、

国内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世行环境与社会外部监测与之相关的内容，

特别的，针对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

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重点

披露相应确保社区居民健康的封场施工方案以及封场后的相关措施

以及定期的环境和社会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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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租

地影响的村集体和村民，披露封场后土地再利用方案，以及可能涉

及的新的补偿和利益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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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第二批子项目不同类型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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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区域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前端收集设施（白水县：村镇配备电动收集车（含垃圾桶）；凤翔区：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汉滨区：农村建设垃圾

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金台区：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南郑区：农村建设垃圾收

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蒲城县：村镇配备电动收集车（含垃圾桶）；渭滨区：农村和城区建设集中收集点，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

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社会尽调报告、社评报告（收集屋、
分类亭、收集点用地协调程序）、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劳动者管理程序、
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

白水县、凤翔区、
汉滨区、金台区、
南郑区、蒲城县、

渭滨区

项目区内的村/社区及居民和社区工

人
政府官网

项目评估前进行两轮公
示

陕西省项目办、7个县（区
）项目办

建设阶段

收集屋、分类亭、收集点的可能选址及
潜在的影响

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
栏等

建设前一个月
项目办、街镇政府、村委
会、社区物业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合同工人的内容
和申诉机制

合同工人 会议沟通

施工期间

项目办、承包商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包括对项
目建设阶段产生的环境影响的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
现场、村、社区宣传
栏等

项目办、街镇政府、村委
会、社区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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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阶段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前端收集系统
的直接工人、合同工人和社区工人的
内容和申诉机制

涉及的不同类型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垃圾收运服务运营期间

各实施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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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运车辆途径敏
感社区及居民

会议、村、社区宣传
栏等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村委会、社区

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有关前端收集系统
及不同类型劳动者绩效的内容

设施周边居民、直接工人、社区工
人

实施机构官网
设施场地公告栏
周边社区宣传栏等

各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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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涉及区域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转运设施（白水县：新建压缩转运站、大件垃圾回收拆分中心及配套车辆；凤翔区：新建压缩转运站、城市环境管理检测宣传中心及配套车辆；汉滨区：新建转运站及

配套车辆；金台区：提升改造收集点、新建压缩转运站及配套车辆；南郑区：垃圾转运站提升改造、新建压缩转运站及配套车辆；蒲城县：转运车辆购置，残膜机械购

置；渭滨区：新建集中收集点、提升改造收集点、新建压缩转运站、清运车辆停车维护中心及配套车辆）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社会尽调报告、社评和环评报告、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劳动者管理程
序、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中相关内容

白水县、凤翔区、
汉滨区、金台区、
南郑区、蒲城县、

渭滨区

社会公众、相关政府部门 政府官网、会议
项目评估前进行两轮公
示

陕西省项目办、7个县（区
）项目办

移民安置计划、征地影响明细、补偿安
置方案等

征地影响村集体以及村民
社区会议、宣传册、

社区宣传栏、入户协

商告知等

各子项目签订征地补偿
协议之前一个月内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建设阶段

各转运站信息，包括：建设内容、建
设时间、环境和社会影响及缓解措施

转运站周边社区及居民
施工现场公告栏周边
社区宣传栏等

施工期间

项目办、各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转运设施的直接
工人和合同工人的内容和申诉机制

项目涉及各类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各实施机构、承包商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 转运站周边社区及居民
施工现场公告栏周边
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实施机构、街镇
政府、村、社区

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承包商绩效
部分内容

设施周边居民、直接工人、合同工
人

施工现场公告栏周边
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各实施机构

运营阶段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
设施周边或清运车辆途径敏感社区
及居民

转运站和周边社区宣
传栏等

各转运站运营期间

各实施机构、村委会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转运设施的直
接工人、合同工人和社区工人的内容
和申诉机制

项目涉及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村委会、社区

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环境和社会外部监
测报告中有关转运站及不同类型劳动
者绩效的内容

社会公众、项目涉及劳动者、设施
周边社区及居民

实施机构官网
设施场地公告栏
周边社区宣传栏等

各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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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涉及区域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资源处置设施（白水县：大件垃圾和可回收拆分中心；蒲城县：新建1座大件垃圾拆解及分拣中心（含宣教功能区）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社会尽调报告、环评和社评报告、劳动

者管理程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里相关内容

白水县、蒲城县、

汉滨区、宝鸡市本

级

社会公众、相关劳动者、相关政府
部门

政府官网、会议
项目评估前进行两轮公
示

陕西省项目办、2区县项目
办

建设阶段

资源处置设施相关信息，包括：建设内
容、建设时间、环境和社会影响及缓解
措施

设施周边社区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各子项目建设前一个月
项目办、各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大件拆解设施的
直接工人和合同工人的内容和申诉机制

项目涉及不同类型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施工期间

实施机构、承包商

针对社区居民的申诉机制
设施周边社区和原料运输车辆途径
敏感社区及居民

设施和场地周边社区
宣传栏等

各施机构、乡镇政府、村

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
报告中承包商绩效部分内容

设施周边居民、直接工人、合同工
人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项目办、实施机构

运营阶段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资源处置设施的
直接工人的内容和申诉机制

项目涉及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运营期间

项目办、实施机构

针对社区居民的申诉机制，包括对噪声
、大气等环境影响的申诉

设施周边或清运车辆途径敏感社区
及居民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实施机构

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环境和社会外部监
测报告中有关资源处置设施及不同类型
劳动者绩效的内容

社会公众、项目涉及劳动者、设施
周边社区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各项目办、实施机构

处置设施（垃圾填埋场封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处理场封场；南郑区：汉中市江南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蒲城县:响石盖垃圾填埋场封场；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社会尽调报告、社评和环评报告、利
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劳动者管理程
序、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中内容

白水县、南郑区、
蒲城县

社会公众、相关政府部门 政府官网、会议
项目评估前进行两轮公
示

陕西省项目办、3个县（区
）项目办



53

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涉及区域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封场期间

子项目信息，包括：建设内容、建设
时间、环境和社会影响及缓解措施

白水县、南郑区、
蒲城县

社会公众、填埋场周边社区和其他
设施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各子项目建设前一个月
项目办、各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白水县、南郑区、蒲城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封场施工方案以及封场后运维方案中
的应对周边社区健康风险隐患相关措施

填埋场周边社区居民
会议和场地周边社区
宣传栏等

施工期间
3个区县项目办、实施机
构、街镇政府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垃圾填埋场的
直接工人和合同工人的内容和申诉机
制

项目涉及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施工期间

实施机构、承包商

针对社区及居民的申诉机制，包括废水
、恶臭气体等环境影响的申诉

填埋场周边或清运车辆途径敏感社
区、居民和其他设施

会议、设施和场地周
边社区宣传栏等

实施机构

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
报告中承包商绩效部分内容

社会公众、项目涉及劳动者、填埋
场周边社区

设施和场地周边社区
宣传栏等

项目办、实施机构

后期维护及
再利用阶段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垃圾填埋场封
场后涉及的直接工人和合同工人的申
诉机制

项目涉及劳动者 书面告知、会议

封场后

各实施机构、服务提供商

针对社区居民的申诉机制
设施周边或清运车辆途径敏感社区
及居民

设施和场地周边社区
宣传栏等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白水县、南郑区、蒲城县垃圾填埋场对

周边社区的定期环境监测结果
租地涉及的村和集体

会议、周边社区宣传
栏等

项目办、实施机构、街镇
政府

封场后土地再利用方案；利益分配方案

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有关分拣
设施及不同类型劳动者绩效的内容、社
区健康监测结果

项目涉及劳动者、填埋场周边社区
设施和场地周边社区
宣传栏等

项目办、实施机构

注：省项目办和各县（区）项目办在第二批项目批准前将会对所有的环境和社会文件进行两轮公示，第二批文件初稿预计在2024年8月初公示，文件终稿预计在2024年10月公
示。本表只列明最直接相关的文件、程序、相关设施信息及相关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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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类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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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县级项目办或各实施机构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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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实施机构网站公告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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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征地受影响村民和企业，通过社区公告栏、社区会议、发

放移民安 置信息册或上门访问等方式公开项目信息、征地影响明细、

补偿安置政策、标准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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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提供了信息公开记录的模板。

表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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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项目办、七个县（区）

项目办、各实施机构将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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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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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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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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实施机构在项目项目实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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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5-4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其中对于弱势群体还应采用特殊的方式，以避免这部

分群体被排除在主流磋商程序之外。对于弱势群体的参与安排详见本章 5.4节。

在项目实施前，针对前端收集设施、中转设施和分拣设施，利益相关方磋

商的重点是基于社会尽调发现的劳动者和社区管理方面的不足，充分征求劳动

者和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优化管理措施，完善申诉机制；针对垃圾填埋场，

特别是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

南垃圾处理场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应针对其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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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子项目不同类型设施不同阶段进行利益相关方磋商的重点总结如下：

收集设施：重点围绕两大类群体，即社区及居民、相关劳动者（主

要包括合同工人、直接工人、社区工人）。

–针对社区居民，重点了解社区居民对项目实施前垃圾收集屋、垃圾

集中收集点等的选址及潜在风险的看法和建议，完善申诉机制，并

监测运营期的影响和居民的态度以及社区居民申诉处理的情况；

–针对不同类型工人，特别是社区工人，重点就相关土地管理问题以

及劳动者管理程序（含申诉机制）的完善与劳动者进行磋商，了解

他们的诉求，并监测运营期劳动者管理程序实施的情况，包括申诉

处理的情况。

转运设施和分拣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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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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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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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他们对转运站建设运营影响的看法

和诉求，完善社区申诉机制，并监测转运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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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填埋场封场：重点围绕三类群体，即相关劳动者、周边社区及

居民和租用地影响村民。

–针对劳动者，包括建设期合同工人和运营期的直接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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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

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南郑区江南垃圾处理场卫生防护距离内的

居民，应在充分咨询设计单位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等主管部门意见

的基础上，就填埋场封场施工方案和退役后维护方案中应对周边社

区健康风险隐患的方案和措施与周边社区居民进行充分的沟通。

–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诉求，在相关的管理方案中纳入居民合理的诉求；

并在封场期间和封场后维护期监测社区管理实施的情况，包括申诉

处理的情况。

–针对蒲城县响石盖生活垃圾填埋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填埋场，

若继续延续租地合同，需与村民充分协商，根据租地合同及时足额

支付相关款项，并及时收集和处理相关抱怨和关注问题；如果封场

后土地再利用，就土地再利用方案需要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磋商，

了解他们的述求，协商确定新的利益分配方案；如返回给村民使用，

需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和评估，并明确告知受影响村及村民的评估

结果。



表 5-4第二批子项目分设施利益相关方参与磋商计划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前端收集设施（白水县：村镇配备电动收集车（含垃圾桶）；凤翔区：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汉滨区：农村建设垃圾

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金台区：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南郑区：农村建设垃圾收

集屋及配置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蒲城县：村镇配备电动收集车（含垃圾桶）渭滨区：农村和城区建设集中收集点，农村建设垃圾收集屋及配置

垃圾桶、城区建设垃圾分类亭及配置垃圾桶）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完善社会尽调

发现不足

社区工人合同管理、安全风险管

理以及申诉机制的完善
七个县

（区）

村社社区工人、村委

会、街镇政府、各实

施机构

各子项目建设启动

前

七个县（区）

项目办会议室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七个县（区）项目办；

监测主体：外部监测

单位

乡镇聘用的直接工人的合同管

理、安全风险管理以及申诉机制

的完善

乡镇聘用的直接工

人、各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乡镇劳务外包公司合同工人的合

同管理、安全风险管理以及申诉

机制的完善

汉滨区、

南郑区，

凤翔区

乡镇劳务外包公司及

合同工人、各实施机

构、街镇政府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环卫部门聘用的直接工人的合同

管理、工作时间、工资水平、申

诉机制等

七个县

（区）

环卫部门前端直接工

人、各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完善社区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各

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所属社区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明确项目环境

与社会风险管

理的责任主体

及资源

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实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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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各市区县项目

办会议室
座谈会

陕西省项目办、七个

县（区）项目办明确各县区环卫中心、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处、城管局、垃圾管理

服务中心、环境卫生管理站的职

责延伸到镇村前端垃圾清运的指

相关政府部门、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七个县（区）

项目办会议室
座谈会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导和监管

实施机构能力

提升培训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前端收运

设施部分内容以及社区健康安全

管理理）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

测

相关政府部门、各实

施机构、乡镇政府

各实施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

七个县（区）项目

办；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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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县

（区）

相关政府部门、街镇

政府、村委会 /居委

会、劳动者、项目场

地周边社区居民等

各子项目运营过程

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陕西省项目办、七个

县（区）项目办、各

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转运设施（白水县：新建压缩转运站、大件垃圾回收拆分中心及配套车辆；凤翔区：新建压缩转运站、城市环境管理检测宣传中心及配套车辆；汉滨区：新建转运站及配

套车辆；金台区：提升改造收集点、新建压缩转运站及配套车辆；南郑区：垃圾转运站提升改造、新建压缩转运站及配套车辆；蒲城县：转运车辆购置，残膜机械购置；

渭滨区：新建集中收集点、提升改造收集点、新建压缩转运站、清运车辆停车维护中心及配套车辆）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完善社会尽调

发现不足

协调转运站，回收点，资源处置

设施用地

七个县

（区）

社区村/居委会、社区

居民、学校、相关政

府部门等

各子项目建设启动

前

所属社区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七个县（区）项目办、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

府；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针对转运站工人的劳动合同管

理、工作时间、工作报酬以及职

业健康安全等管理的完善

环卫部门直接工人、

各实施机构

环卫部门会议

室
座谈会

七个县（区）项目办；

监测主体：外部监测

单位

完善转运站工人的申诉机制
环卫部门直接工人、

各实施机构

环卫部门会议

室
座谈会

了解并明确各垃圾设施运营过程

中的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环卫部门直接工人、

卫健委、各实施机构

环卫部门会议

室
关键信息人访谈

完善社区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各

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所属社区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明确项目环境

与社会风险管

理的责任主体

及资源

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实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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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各项目办会议

室 座谈会

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

和七个县（区）项目办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实施机构能力

提升培训研讨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转运站部

分内容的培训及实施情况监测

相关政府部门、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村/居委会

各实施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

七个县（区）项目

办；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建设阶段

明确项目环境

与社会风险管

理的责任主体

及资源

了解并明确资源处置设施运营过

程中的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卫健委

项目办或卫健

委会议室
关键信息人访谈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

完善社区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 所属社区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乡

镇政府

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实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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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构、街镇政府

区项目办会议

室

座谈会

陕西省项目办、宝鸡市

和七个县（区）项目办

实施机构能力

提升培训研讨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资源处置

设施部分内容的培训

相关政府部门、实施

机构、街镇政府

区项目办会议

室

社区健康安全管理 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区项目办会议

室

完善项目设计 项目设计及场地布局优化

可研单位、环评单

位、相关政府部门、

居民代表

实施机构会议

室
实施机构、乡镇政府

承包商工人管

理

承包商合同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

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承包商工人

子项目建设前期并

持续整个建设过程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

社区管理

周边社区对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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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
子项目建设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街

镇政府

运营阶段 直接工人管理
直接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的培训

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直接工人

各子项目运营前期

并持续整个运营期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合同工人管理
服务外包公司合同工人劳动者管

理程序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承包商工人

各子项目运营前期

并持续整个运营期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

社区管理

周边社区对项目运营带来的环境

与社会风险和影响的看法、意见

和建议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学校等
子项目运营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宝鸡市和七个县（区）

项目办、实施机构

资源处置设施：白水县：大件垃圾和可回收拆分中心；蒲城县：新建 1座大件垃圾拆解及分拣中心（含宣教中心）；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完善社会调发

现不足

完善白水县、蒲城县资源处置设
施人事制度，包括劳动者合同管
理以及劳动者申诉机制等

白水县、

蒲城县

白水县、蒲城县资源

处置设施劳动者

子项目建设启动前

项目办会议室
关键信息人访

谈、焦点小组座

谈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监测

主体：外部监测单位

了解并明确资源处置设施运营过

程中的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卫健委

项目办或卫健

委会议室
关键信息人访谈

完善社区申诉机制 周边社区及居民 所属社区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乡镇政

府；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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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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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构、街镇政府
项目办会议室

座谈会

白水县、蒲城县项

目办；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实施机构能

力提升培训

研讨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资源处置

设施部分内容的培训及实施情况

监测

相关政府部门、实施

机构、街镇政府
项目办会议室

社区健康安全管理 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项目办会议室

完善项目设计 项目设计及场地布局优化

可研单位、环评单

位、相关政府部门、

居民代表

实施机构会议

室
实施机构、乡镇政府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建设阶段

承包商工人管

理

承包商合同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

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承包商工人

子项目建设前期

并持续整个建设

过程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

社区管理

周边社区对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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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
子项目建设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街镇政

府

运营阶段

直接工人管理
直接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的培训

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直接工人

各子项目运营前

期并持续整个运

营期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

合同工人管理
服务外包公司合同工人劳动者管

理程序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承包商工人

各子项目运营前

期并持续整个运

营期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等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

社区管理

周边社区对项目运营带来的环境

与

社会风险和影响的看法、意见和

建

议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学校等
子项目运营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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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者、项目场地周边社

区居民等

子项目运营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陕西省项目办，白水

县、蒲城县项目办、实

施机构

处置设施（垃圾填埋场封场）：白水县：张坡生活垃圾处理场封场；南郑区：汉中市江南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蒲城县:响石盖垃圾填埋场封场；

项目实施前

（含项目设

计）

完善社会尽调

发现不足

完善劳动者合同管理

白水县、

南郑区、

蒲城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劳动

者、实施机构

子项目建设启动前

项目办会议室 座谈会
各项目办；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完善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用地手

续

规资局、镇政府、各

实施机构

讨论各垃圾填埋场用地不合规问

题及封场用地制约因素和先决条

件

周边社区居民、相关

政府部门（包括生态

环境局、应急局、卫

健委等）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各项目办、实施机

构；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完善各类劳动者劳工管理程序以

及申诉机制

白水县、

南郑区、

蒲城县

各类劳动者、各实施

机构

现 有 设 施 场

地、乡镇政府

办公室、

村委会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三个县（区）项目办；

监测主体：外部监测

单位

了解并明确各垃圾设施运营过程

中的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卫健委、劳动者

项目办或卫健

委会议室
座谈会

完善社区申诉机制
社区居民、村委会、

乡镇政府等

乡镇、村委会

办公室
社区会议

各实施机构、乡镇政

府；监测主体：外部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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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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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各市区县项目

办会议室 座谈会

陕西省项目办、三个县

（区）项目办；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完善项目设计

项目封场技术方案优化

白水县、

南郑区、

蒲城县

可研单位、环评单

位、相关政府部门、

居民代表

实施机构会议

室
研讨会

各实施机构；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各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方

案中的应对周边社区健康安全风

险隐患的措施

白水县、

南郑区、

蒲城县

周边社区居民、相关

政府部门（包括生态

环境局、应急局、卫

健委等）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三个县（区）项目办、

实施机构；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实施机构能

力提升培训

研讨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转运站部

分内容的培训及实施情况监测

白水县、

南郑区、

蒲城县

相关政府部门、各实

施机构、街镇政府、

村/居委会

各实施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

三个县（区）项目办；

监测主体：外部监测

单位

社区健康安全管理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

府

三个县（区）

项目办会议室

封场阶段 合同工人管理

承包商合同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

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包括劳动

合同签署、劳动报酬、劳动时间

以及申诉处理、记录情况

承包商工人

各子项目建设前

期并持续整个过

程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各实施机构；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涉及

区县
目标群体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社区管理

周边社区对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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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学校等

各子项目建设过程

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后期维护及再

利用阶段

直接工人管理
直接工人劳动者管理程序的培训

以及实施情况的监测
直接工人 封场后运维过程中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各实施机构；监测主

体：外部监测单位

合同工人管理
服务外包合同工人劳动者管理程

序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
承包商工人 封场后运维过程中 设施场地

座谈会、焦点小

组座谈

社区管理

修复后土地再利用方式的确定
白水县、

蒲城县

周边社区居民、租地

影响人、乡镇政府、

村委会

封场后 周边社区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白水县、蒲城县实施

机构、乡镇政府；监测

主体：外部监测单位

对于各生活垃圾填埋场，若继续

延续租地合同，与村民充分协

商，及时收集和处理相关抱怨和

关注问题

白水县、

蒲城县

涉及租地村集体、村

民
封场后 乡镇政府

关键信息人访

谈、焦点小组座

谈

对于各生活垃圾填埋场，就封场

后土地再利用方案，与村民进行

有意义的磋商，了解他们的述

求，协商确定新的利益分配方

案

白水县、

蒲城县

涉及租地村集体、村

民
封场后 乡镇政府

关键信息人访

谈、焦点小组座

谈

周边社区对项目封场后的环境与

社会风险和影响以及土地再利用

方式的看法、意见和建议

白水县、

蒲城县

项目场地周边社区居

民、学校等
封场后运维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社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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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水县、

蒲城县

相关政府部门、劳动

者、项目场地周边社

区居民等

子项目运营过程中
设施场地、周

边社区等

座谈会、关键信

息人访谈

白水县、蒲城县项目

办、实施机构；监测

主体：外部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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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提供了公

众参与记录的模板。

表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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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弱势群体的参与计划

针对项目的弱势群体，在信息公开和磋商活动中应考虑他们的特点和需求。

（1）信息公开计划

由于这部分群体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生活在偏远地区，使用信息技术的

机会有限（比如对智能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使用少），没有话语权，很容易

被排除在主流的信息披露之外，因此，针对这部分群体的信息公开需要考虑他

们在文化水平、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方面的弱势，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面

对面告知的方式，以确保他们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针对弱势群体的拟议信

息披露计划见表 5-6。

（2）磋商计划

在磋商的过程中应采用的方式应确保弱势群体自由表达他们的关注和建议，

包括：

项目实施机构和街镇政府将优先与识别的弱势群体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

磋商，专门单独针对这部分群体召开座谈会，或者采取入户进行一对一

面对面访谈，讨论他们可能对项目的任何问题和关注。项目实施机构将



对讨论的问题进行记录，并尽最大努力解决各方关切问题；

在沟通的过程中尽量使用地方的语言，并应确保协商的方式、时间和地

点适合他们的需求，比如针对村保洁员、转运工的参与活动，尽量安排

在村内以及非清扫转运繁忙作业时间内进行；针对设施内工人的参与活

动，尽量安排在工作场所。

作为协商的一部分，应说明纳入他们的观点和/或不纳入他们的观点（若

有）的理由，并及时反馈。

针对弱势群体的拟议参与磋商计划见表 5-6。



表 5-6弱势群体信息披露计划

阶段 目标群体 涉及区域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披露方式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项目实

施前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没有补贴且

安全风险风控措施不足的

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

七个县（区）

项目建设内容、针对社

区工人的劳动者管理程

序（含申诉机制等）

专门会议、面对面告知 各子项目建设前一个月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镇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拾

捡垃圾的人
七个县（区） 项目建设内容 面对面告知 各子项目建设前一个月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户 汉滨区 征地政策、征地公告 专门会议、面对面告知 汉滨相关子项目征地前一个月 汉滨区实施机构

运营阶

段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渭

滨区、凤翔区没有补贴且

安全风险风控措施不足的

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

七个县（区） 安全培训信息 专门会议、面对面告知 各子项目运营期间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镇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拾

捡垃圾的人
七个县（区） 可能的就业机会 面对面告知 各子项目运营期间 各实施机构、街镇政府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户 汉滨区 培训及就业信息 专门会议、面对面告知 各子项目运营期间 汉滨区实施机构



表 5-7弱势群体参与磋商计划

阶段 目标群体 涉及区域 参与内容 参与时间 参与地点 参与方式 责任主体

项目

实施

前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

渭滨区、凤翔区）没有

补贴且安全风险风控措

施不足的村公益性岗位

保洁员

七个县

（区）
讨论工作面临的主要风险和相关的需求

各子项目建设

启动前
村委会

焦点小组座谈、面对面

访谈等

七个县（区）项目

办、各实施机构、

街镇政府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

户
汉滨区

影响量确认，征地协议，生计恢复措施讨

论
征地前 受影响村

焦点小组座谈、面对面

访谈等

汉滨区项目办、实

施机构、乡镇政府

运营

阶段

蒲城县、白水县、南郑

区、汉滨区、金台区、

渭滨区、凤翔区没有补

贴且安全风险风控措施

不足的村公益性岗位保

洁员

七个县

（区）

了解劳动合同签署、意外险购买、安全培

训以及申诉的处理情况

子项目运营过

程中
村委会

焦点小组座谈、面对面

访谈等

七个县（区）项目

办、各实施机构、

街镇政府

受征地影响的 1户低保

户
汉滨区

了解需求，提供适当的培训及力所能及的

就业机会

子项目运营过

程中
设施场地

焦点小组座谈、面对面

访谈等

汉滨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



5.5 关键时间表

表 5-8列出了第二批子项目关键信息发布和关键决策等的主要时间节点。

表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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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前

陕西省项目办、各县

区项目办和相关实施

机构

对于存在用地手续不齐备或不合规的情

况，尽早和地方规资局沟通，完善土地

手续办理相关的要求和程序，及时履行

相关手续获取用地许可。

2024年 12月 31日

蒲城县、白水县、南

郑区项目办和实施机

构

与居民协商健康和安全风险管理措施，

优化封场设计或垃圾填埋场
该项目封场施工前

陕西省项目办、宝鸡

市项目办、七个县

（区）项目办和相关

实施机构

明确各关键设施（转运站和垃圾填埋

场）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并纳入劳动者

管理程序

2024年 12月 31日

项目联席会议办公

室、陕西省项目办、

宝鸡市项目办、七个

县（区）项目办和相

关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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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8月 31日

项目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的确认 2024年 9月 30日

建设阶段 陕西省项目办、宝鸡

市项目办、七个县

（区）项目办和相关

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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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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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意见反馈

针对利益相关方提出的相关意见与建议，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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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项目项目实施前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建议，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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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机构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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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培训安排

陕西项目办实施和管理了陕西省多个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

目。但是，陕西省各级项目办及各县区实施机构均是第一次执行世行《环境与

社会政策框架》及环境和社会标准 10（ESS10）框架下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SEP）。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对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陕西项目办将组织各级有关人员对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信息披露及抱怨申诉

处理等方面进行业务培训，具体情况见表 5-9。

表 5-9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实施的培训计划

序号 负责培训机构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频次

1

陕西省项目办、

世行专家或聘请

的社会及移民专

家

世行环境与社会标准 10；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内容

宣讲；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要求与

管理。

县区项目办、实施机

构、县区社会专员

项目启动后一

次；

项目实施期间

至少每年一次

2 陕西省项目办、

外部监测机构

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实

施；

申诉机制的建立与执行；

县区项目办、实施机

构、县区社会专员、

承包商、监理单位

开工之前一

次；

实施期间至少

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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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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报告。

本项目的申诉机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针对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和当地社区的申诉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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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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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村民的申诉机制。在部分转运站征地影响村集体

和村民项目征地实施期间，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一个申诉渠道。

针对项目工人以及征地和移民安置影响人员层面的申诉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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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实施机构已建立了针对本项目的外部沟通机制，见表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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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构。

表 6-1各主要实施机构的外部沟通渠道

序

号
区域 实施机构 外部沟通渠道

1 蒲城县 蒲城县环卫中心
地址：蒲城县东风街东段

联系电话：0913-7212658

2 白水县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地址：白水县东风街鑫源大厦十层

电话：0913-6126652

3 南郑区 南郑区城市管理局
地址：南郑区 G244南郑大道

电话：0916-8888177

4 汉滨区 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
地址：汉滨区兴安中路 56号
电话：0915-8178209

5 金台区 宝鸡市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地址：金台区群众路 12号
电话：0917-3653201

6 渭滨区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地址：渭滨区汉中路 9号
电话：0917-2800900

7 凤翔区 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地址：凤翔区澄东湖路与福海路交汇处南

电话：0913-86869600

9 宝鸡市 宝鸡市固体废弃物处置服务中心
地址：宝鸡市金台区金河镇长寿沟

办公室电话：0917-868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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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社区居民申诉机制

基于社会尽调的发现，现有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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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居民、个人都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或三种渠道进行反映。申诉机制将在

项目实施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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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机构

在各子项目施工前，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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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第 6.2和 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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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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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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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馈给项目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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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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市县

区
申诉渠道

1 蒲城

县

信访接

待

· ·蒲城县人民来访接待大厅（蒲城县奉先街道人民路与红旗街交汇处）

· ·蒲城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蒲城县东风街东段）

· ·蒲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蒲城县长乐街蒲城县民政局）

电话热

线

· ·蒲城县人民来访接待大厅电话：0913-7261692
· ·蒲城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办公室电话：0913-7212658
· ·蒲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秘股电话：0913-7203900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蒲城县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http://www.pucheng.gov.cn/

2 白水

县

信访接

待

· ·白水县人民来访接待大厅（白水县新兴街人民政府东侧）

·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白水分局（白水县仓颉路枫叶丽都南侧）

·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白水县东风街鑫源大厦十层）

电话热

线

· ·白水县人民来访接待大厅电话：0913-6186110
·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白水分局办公室电话：0913-6126710
· ·白水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电话：0913-6126652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白水县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http://www.baishui.gov.cn/

3 南郑

区

信访接

待

· ·南郑区信访接待大厅（南郑区汉山街道西大街 24号）

·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南郑分局（汉山街道水井巷与汉山路交汇处）

· ·南郑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秘股（南郑区 G244南郑大道）

电话热

线

· ·南郑区人民来访接待大厅电话：0916-5512187
·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南郑分局办公室电话：0916-8895506
· ·南郑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秘股电话：0916-8888177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南郑区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http://www.nanzheng.gov.cn/

4 汉滨

区

信访接

待

· ·汉滨区信访接待大厅（汉滨区老城街道五星街 38号）

·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政秘股（汉滨区兴安中路 56号）

· ·汉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秘股（汉滨区朝阳路 1号）

电话热

线

· ·汉滨区人民来访接待大厅电话：0915-3213236
·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办公室电话：0915-3214796
· ·汉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秘股电话：0915-8178209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汉滨区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http://www.hanb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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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

区
申诉渠道

5 金台

区

信访接

待

· ·金台区信访接待大厅（金台区中山东路 146号）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金台分局（金台区大庆路 66号市民中心 8层）

· ·宝鸡市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金台区群众路 12号）

电话热

线

· ·金台区信访接待大厅电话：0917-3525061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金台分局办公室电话：0917-3465098
· ·宝鸡市金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办公室电话：0917-3653201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金台区政府官方投诉网站：http://www.jintai.gov.cn/

6 渭滨

区

信访接

待

· ·渭滨区信访接待大厅（渭滨区金陵街道石鼓路）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渭滨分局（渭滨区金陵街道新建东路 29号）

·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渭滨区汉中路 9号）

电话热

线

· ·金台区信访接待大厅电话：0917-3128325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渭滨分局办公室电话：0917-3223132
·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办公室电话：0917-2800900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渭滨区政府官方投诉网站：http://www.weibin.gov.cn/

7 凤翔

区

信访接

待 · ·凤翔区人民政府信访接待中心（凤翔区东大街 39号）

电话热

线

· ·凤翔区人民政府信访接待中心电话：0917-7212563
·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凤翔分局办公室电话：0917-7212029
· ·凤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0917-7218309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凤翔区政府官方网络投诉平台：http://www.fengxiang.gov.cn/

8 宝鸡

市

信访接

待

· 宝鸡市行政中心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宝鸡市行政中心 6号楼 C座）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宝鸡市行政中心一号楼西裙楼五层）

· 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宝鸡市行政中心 6号楼 B座 3楼）

电话热

线

· 宝鸡市行政中心信访联合接待大厅电话：0917-3261153
·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电话：0917-3260343
· 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办公室电话：0917-3263053
· 市民热线：12345
· 环保热线：12369

网络平

台
· 宝鸡市政府官方投诉网站

· http://www.baoji.gov.cn/col/col39/index.html

（3）社区组织

包括村民/居民居委会和小区物业等。社区组织接收到跟项目有关的投诉之

后，会反馈给项目实施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

各种申诉渠道将在各类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等官网上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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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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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决策者的透明性；社区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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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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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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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报告。

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设立调解委员会，解决日常纠纷。调解

委员会调解不得收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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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处理和反馈的记录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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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的类型（可参考以下内容填

写）

• 因环境影响（ 噪声与振

动、扬尘、 固体废物、废

水等）造成的社区扰动；

• 道路交通安全影响；

• 周边农作物受影响；

• 建设过程影响了居民的日

常出行；

• 外来工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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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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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和报告

宝鸡市项目办和七个县（区）各实施机构将记录第二批子项目所有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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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向各自负责的项目办报告。其中，金台区、渭滨区、凤翔区项目办需要向其

上一级宝鸡市项目办报告。宝鸡市项目办和蒲城县、白水县、南郑区、汉滨区

项目办将各自负责的所有子项目情况汇总后统一向陕西省项目办报告。

陕西省项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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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责任机构

1 子项目实施前公众参与的次

数
次数 半年

20万元/年

宝鸡市项目办和七

个县（区）各实施

机构；

外部监测单位

2 子项目建设和/或运营期公众

参与的次数
次数 半年

3 公众参与活动中的参与者数

量
人数 半年

3.1 其中：直接工人（分工种、
性别等）

人数 半年

3.2 合同工人（分工种、性别
等）

人数 半年

3.3 社区工人（分工种、性别
等）

人数 半年

3.3 周边社区居民（含女性、老
人、弱势群体等）

人数 半年

4 收到反馈的数量 条 半年

5 收到的抱怨数 条 半年

6 已处理的抱怨数 条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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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项目办和七个县（区）项目办和各实施机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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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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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2022年 12
月 15日

南郑区乡村振

兴局
乡村振兴局相关干部

6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 乡村振兴局主要职责

• 负责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

• 负责世行项目在乡村的衔接工作。

• 设有项目管理股负责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和公益岗位的

运行和维护工作。

2022年 12
月 15日

南郑区农业农

村局
农业农村局相关干部

5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
农业农村局在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职责

• 农业农村局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实施建设中由发展规划

社会事业股牵头，组织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统筹指导村

庄的整治村容村贸的提升。

• 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指导农用地膜农产品产地环境

保护和管理，指导农村可门上生能源用开发和利用，节能

减排，农业生态循环的建设。

2022年 12
月 15日 南郑区人社局 人社局相关干部

3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
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机

构设置职责

• 负责对全区单位人事制度的管理，按照管理权限负责事业

单位的设置，公开招聘，聘用合同。

• 对工作时间，休假制度的政策拟定，负责全区城乡养老，

失业，工伤的管理审核及发放工作。

2023年 2
月 13日

汉中市南郑区

天天清洗保洁

公司

负责人、环卫工人、

司机等人

5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

公司运营的基本信息，保

洁员的基本情况，垃圾清

运的基本情况

• 天天清洗公司于 2022年 8月 16日和梁山镇签订合同，镇

环卫所由公司负责，梁山镇监管。

• 保洁人数：城区 62人，负责主干道，龙岗大道，G244，
汉林路垃圾清运，各村保洁 54人，负责 18个村的垃圾收

集。

2022年 12
月 15日

南郑区新集镇

选址点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4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了解镇环卫运营机制以及

村镇用工情况，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绍

• 新集转运站选址属于新集镇新集社区，垃圾转运由镇上统

一负责，垃圾管理由镇上环保公司管理，人员任用由社会

招聘，签订合同。

• 有转运工 5人，保洁 18人，其中女性 13人。保洁工作时

间早 6点至 9点一次，下午 4点到 6点半。重要节假日镇

政府会发放慰问品，未提供健康体检。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2年 12
月 15日 南郑区黄官镇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4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了解镇环卫运行机制和保

洁工人的管理，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 黃官镇各村负责垃圾收集，每自行户清扫根据自身情况转

运到临近填埋场，全镇涉及 23村，一个社区。

• 垃圾最终运到有审批手续的填埋场，主要环保经费以政府

拨款为主，不足部分自筹，运营成本约 35万/年；每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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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绍 工人提供两次健康体检，劳保:手套，背心，帽子齐全，为

环卫员工提供安全培训。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14日

南郑区沙田美

域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员工、

司机

5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

公司运营的基本信息，保

洁员的基本情况，垃圾清

运的基本情况

•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3日成立，和当地政府签订了 3年合

同，总人数 132人，管理岗位 13人，车队 21人，保洁 96
人（女性站 90%），司机年龄 30-50岁，保洁年龄 50-65
岁，主要负责汉山街道办，中心城区，4个社区和四个村

子的垃圾清运，保洁。

• 每天清运垃圾 50-80 吨，有机械车辆 22 台，保洁车 23
台，压缩车 3个（16磅），垃圾运往焚烧厂每吨收费 70.8
元，运营处于亏本状态；司机工资 :3200-3600/月，内勤

3200元/月，管理 3000元/月，劳动保障按时发放，秋季工

作服 2套，冬季工作服 2套，雨衣 1套。

2022年 4
月 27日

南郑区牟家坝

镇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8人，女

性 3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了解镇环卫管理及村妇

女、村干部的情况、本项

目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

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

施介绍

• 镇每年 26万卫生维护费用，全部人员都为聘用制，清洁工

12人，转运 2人，清洁工中女性 9人，年龄约在 55～60之
间。提供意外保险，保洁员薪酬 1100～1200元，转运工

3500元，垃圾最终运到牟家坝王家沟村填埋场，该填埋场

属于 2013年卫生整治项目。

• 牟家坝镇保洁和垃圾清运有洁雅环保清洁有限公司负责，

也负责龙山景区垃圾转运镇与洁雅公司每年签订一次服务

协议。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2年 4
月 27日 南郑区圣水镇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5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了解镇环卫运营管理和村

低保情况、本项目施工

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问

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绍

• 镇有正规垃圾填埋场，属山阳村管辖，容积 35万立方米，

2015年修建，2016年投入使用，服务期限 15年，通过环

境整治项目修建

• 冷水清洁环保有限公司负责镇街卫生垃圾清扫和清运，公

司共有人员 17人，其中：保洁 8人，女性 6人，转运 3
人，女性 1人，财科 1人，管理人员 2人，全部员工都为

聘用，55岁以下共 6人提供意外险。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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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2022年 12
月 14日

南郑区江南垃

圾填埋场
负责人、工作人员

10人，女

性 4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了解填埋场的管理状况和

运行

• 江南垃圾填埋场由陕西水务集团所属陕西江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污水处理公司）负责垃圾填埋场和渗漏液处理站

的运营管理。

• 全场职工 10人、其中女性 2人均为工勤岗位。填埋场 2022
年 5月 10日停止运营，，截止目前还涉及附近三个村的日

常生活垃圾进场，一天最多进场约有一吨生活垃圾，由均

由各村负责转运。

2022年 12
月 14日

江南垃圾填埋

场渗漏液处理

站

负责人，工作人员
6人.女性

2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员工基本保障，工作状

况，工作福利等

• 公司提供五险一金，工作时间为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实

行轮班制，无加班，薪酬:3000～4000元，对工作内容较为

满意，上下班为自己开车，公司经常组织业务、安全培训

来提升个人能力和意识，主要业务内容为污水处理。。

• 有安全员不定时进行操作巡查。近几年无劳动事故发生，

高温补助以补贴和食物进行发放，提供烤火费，按照相关

规定发放，提供职工医保和员工食堂。员工最大年龄 46
岁，最小年龄 23岁，学历多为中专及大专学历。

2022年 12
月 14日

南郑区邹家湾

村

村支书、村干部和村

民

8人，女

性 3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对村民生活和村委会相关

补助政策进行咨询、本项

目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

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

施介绍

• 填埋场位于齐力村邹家湾村，该村是后并入齐力村。

• 宅基地由村民自行联系并给予一定补偿，由于当时征迁补

偿较低，征地每亩 2万元，每亩赔清补偿费 800元，有个

别村民已签搬迁协议拿了补偿后反悔觉得政府补偿太低不

愿搬迁，还剩余未搬走的村民认为填埋场影响他们的生活

环境，有污染。

• 村保洁员为公益性岗位，合同由村委会进行签订，保洁员

主要有 16人，转运员工有 2人。其中女性员工居多，主要

年龄为 60～70岁。

• 村民均表示对填埋场封场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

施表示可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实施。

2023年 2
月 7日

汉滨区中原镇

卫星村村委会
村支书、村民

4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村上有六个小组，405户 1496人，低保户 53户，公益岗为

建档立卡户；六名保洁都是女性，属于公益岗，每天工作

两小时左右，保险由镇上购买，公益岗补贴 500元，工作

服目前没有，体检暂时没有。

• 村中垃圾由镇上负责转运，没有收垃圾费。村民经济收入

主要为外出务工，种植水稻，魔芋，村中共 500多亩地。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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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7日

汉滨区大河镇

小河村村委会
村支书、村民

5人，女

性 1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全镇有 3 万多人，镇上的垃圾由自己进行清运，没有外

包，4个清运工人，7个环卫工人，其中女性 5人，工作时

间 8小时，负责全镇的垃圾清运，垃圾费由镇上收取，商

户每平方米一元，住户 60 元每户，清扫工资 1500 元每

月，司机工资 4000元每月，由镇环卫所和员工签订合同，

工人基本保障较全面，压缩车两辆，小型垃圾车 6辆，每

年 60多万支出，包括工人工资，垃圾清运，车辆维修等费

用。

• 村民环卫工作时间每天 3到 4小时，属于公益岗位，有合

同和意外伤害险，工作服，手套，口罩等基本用品，每年

两次体检，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外出打工占 70%，村中

有养猪企业带动村民务工，工资 80到 100元每天。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7日

汉滨区沈坝镇

镇政府
镇干部、相关人员

5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镇上一共有 9个村 1个社区，12000多人，镇上垃圾由私人

承包负责清扫清运，垃圾费 17年之前收，之后由于疫情没

有收，2023年开始准备继续收取。

• 第三方公司有 15人清运有 3人包括司机，保洁 12人，女

性占 70%，清运费用没有结算清楚，设备故障设备规模

小，第三方公司工人不涉及公益岗位。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8日 汉滨区谭坝镇 镇干部、相关人员

5人，女

性 2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垃圾转运站土地类型：集体林地，土地现状：荒地，灌木

林地，基本可用面积一亩左右，镇上有 10000多口人，10
个村，清运外包，由第三方公司负责，镇上有公益岗位，

负责保洁工作，选址紧邻谭坝镇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四周

无影响。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8日 汉滨区茨沟镇 镇干部、相关人员

10人，女

性 4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 镇上有 16个村，垃圾由第三方公司福百家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外包，有一辆垃圾车负责转运至羊皮沟垃圾填埋

场，一天 2-3次，各村有临时的垃圾收集点，配有 1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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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个垃圾桶，运输合同 35万/年。

• 镇上有 28 个公益岗，3-4 名女性，每天工作不低于 4 小

时，配有手套，工作费，等工作用品，有各种保险，体

检。工资：村上 600元/月，镇上 1000元/月，村镇都收取

垃圾费，60元/户/年，商户面积大的 300-500元/年，村镇

居民收入来源：外出打工，5000人左右，养猪，牛等，种

植烤烟，核桃，农副产品等。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8日 汉滨区县河镇 镇干部、相关人员

10人，女

性 4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镇上有 17个村，28000人，垃圾由第三方公司负责外包，

有一辆压缩车，属于外包公司，外包负责清运至镇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填埋，消杀，服务费 35万/年，有四名工人，3
个转运工。

• 环卫工人由第三方公司聘用，清运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垃

圾费由镇环卫所负责收取，各村按标准核算收取；各村有

自己公益岗，护河 1200元/月，保洁 500元/月；垃圾填埋

厂服务年限 15年，2011年建成，2016年提升改造。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9日

汉滨区大竹园

镇垃圾焚烧厂

焚烧厂工人、周边居

民

5人，女

性 1人
实地调研、

访谈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 大竹园镇共 9个村，80多名保洁，部分属于公益岗，集镇

有 8-9名保洁，有一辆垃圾清运车，一个司机，司机由镇

上签订合同聘用，工资:5000元每月，有各类保险，每年一

次体检。

• 镇上垃圾实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制度

进行垃圾收集转运，每户依据规模和垃圾产生量收取垃圾

费用，标准为普通住户:100-120每年，商户，餐饮等:200-
300每年；村民收入以外出打工和种茶叶为主。

2023年 2
月 9日 汉滨区牛蹄镇 镇干部、相关人员

7人，女

性 3人
实地调研、

座谈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牛蹄镇共有三个村子和一个社区，8700人常住人口，镇上

的垃圾清运由镇上自己管理，垃圾收集后运至镇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填埋覆盖。最远的村子距离中心社区 25公里，保

洁由各村社区自己负责，属于公益岗位，有 32名保洁负责

中心社区周围，女性占 60%，年龄 30-50岁，环卫公益岗

补贴 5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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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社区街道打扫 2人，一男一女，属于合同聘请，不属

于公益岗位，每天 3-4小时工作时间，有意外保险，无健

康体检，配备有基本工作用具，工资 1800元/月，垃圾清

运 2人，司机工资 3500元/月，跟车 1800元/月，垃圾运营

成本 15万/年；环卫方面急需解决问题:经费，车辆。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10日 汉滨区宴坝镇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7人，女

性 2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晏坝镇有 2个中心社区，10个行政村，垃圾由镇上负责清

运，最远村距离中心社区 20 公里，垃圾收集实行“村收

集，镇清运”的管理制度，保洁 40多人，属于各村各社区

公益岗，每月 600元补贴。

• 有两辆垃圾清运车属于两个社区，负责社区和周边村子的

垃圾收集，两名司机，两名跟车，跟车司机由镇上聘用环

卫所负责管理，清运，维修，聘用费用:10万/年。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10日 汉滨区瀛湖镇

镇干部、村民和村干

部

8人，女

性 3人
座谈会、实

地调研

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

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瀛湖镇有一个社区和 26个行政村，全镇 43000多人，垃圾

清运由镇上负责，有一辆 8吨压缩车，负责镇上垃圾收集

压缩，每天运送两趟至羊皮沟垃圾填埋场。

• 有 15个垃圾亭，20环卫工人，属于公益岗，补贴 500元/
月，镇清运工工资 3800元，有工伤意外险，村转运车辆属

于村上，村上集体分红资金维持垃圾运转，公益岗个人购

买保险，村中没有相关补贴。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22日

白水县绿洲花

园酒店机构访

谈

白水县各相关单位
15人，女

性 5人 座谈会
了解各机构在项目中的主

要职责

• 侯魏斌：管理人员 100人，垃圾清运和保洁人员 260人，

司机 30人车辆 29辆，每日产生垃圾 70吨，保洁人员工资

1750元/月，司机 2900元至 3000元/月小型车司机 2000元/
月，每人购人身保险 100元/年，用工合同做到一年一签。

• 吴惠峰：占用农用地租赁的根据建设用地主要有垃圾填埋

场环卫中中设施处，主要建转运站及培训中心，根据综合

地块估价 1.06万元/亩，正在走流程。

• 张晓军：对垃圾填埋场附近每年进行一次土壤硬化排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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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排污许可，地下水的环境监测，每个月都在㇏环境网公

示设有自动监测站跟省环境监测站联网监测，去年大气优

良天数为 312天。

• 贠鹏：职业病，职业卫生安全监督检查，煤矿企业尘肺病

检查，因为企业人员的流动性强由第三方公司不定期进行

检查，检测安全健康评价，对职业安全培训向负责此项工

作的管理人员每年培训一次。

• 马楠：:农膜.棚膜，反光膜的回收和利用问题，应出台一些

政策补贴，对收购农膜棚膜反光膜回收，建设局给一些乡

镇发放反光膜套袋，农户将反光膜和套袋收上来交给回收

站，回收单位给换一些化肥及生活资料。

• 白水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王小华 15991391969:根据企业用

工情况，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保障，五险一舍，要求用

人单位对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五大保障，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劳动争议，仲裁，监察对职工休假制

度，加班，及工资提供保障，本县最低工资属三类地区

1750元/月。

2023年 2
月 24日

尧头景区管理

所
负责人，环卫工人

6人，女

性 3人
访谈、现场

调查
了解环卫工人工作情况

• 全尧头景区管理所成立一年半，管理人员 4 人，保洁人

员，清运司机共 13人。工作时间 6:00-11:00 2:00-6:00轮
休，工资标准 1750元/月。

• 有医疗保险，2年体检一次经常有职业安全教育培训，对

人性化管理工作比较满意。

2023年 2
月 23日

城关镇张坡村

东坡村组
村民

4人，女

性 2人 访谈 填埋场对村民影响

• 填埋场建设时从沟下搬迁上来的，全村组共有 43户，大部

分人都外出务工，村里主要为老年人、留守妇女小孩和身

体不好的。

• 距填埋场最近，填埋场在沟下 200米左右不在下风口，填

埋场垃圾经过填埋后空气有所好转，但夏季蚊蝇较多，单

位会进村进行外部消杀，住户未发有消杀用品。村住户对

填埋场空气影响反映过，经政府努力填埋场垃圾经过填

埋、消杀影响明显减少。

2023年 2
月 23日

白水县史官镇

史家山村
村干部、村民

7人，女

性 2人
实地调研、

座谈会

村上的垃圾清运现状，保

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

民收入来源等、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 全村共 503户，1796人，低保户 52户，保洁 12人，属于

公益岗位，无女性，年龄 50岁左右，每年 600元补贴；收

运垃圾 2 人，每周进行两次垃圾清运，属于外聘，工资

10000/年，清运车辆属于镇上，维修费由司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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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意外保险自己购买。

• 全镇反光膜使用较多，共 2000亩果园，使用反光膜 5000-
6000卷，反光膜回收 1公斤 1元，全村人均年收入 14000
元/年。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24日 白水县尧头村 环卫工人

4人，女

性 1人 访谈

工作时间，工作保障，工

作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

等、本项目施工期、运营

期产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

的相关措施介绍

• 清洁工：每天早上 6-11时，下午 2-6时工作，每人负责一

个片区，加班费 2小时 30元，工资 1750元/月，节假日有

米面油等慰问品，夏季有降温用品，日常的劳动保障按时

发放，每两年进行一次体检，由县医院统一组织，每周进

行安全教育。

• 固废办司机:工作时间早上 4.30-8.00，一台车一个司机一个

装车工，负责大小区，学校的垃圾清运，司机工资 2900元
/月，装车工 1750元/月，签订劳动合同，无休息，无节假

日，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加班费 50 元/次，体检统一组

织；每周例会强调安全，防火等相关知识，每月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车辆操作培训。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2
月 24日 白水县尧头村 环卫工人

4人，女

性 1人 访谈

工作时间，工作保障，工

作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

等

• 清洁工：每天早上 6-11时，下午 2-6时工作，每人负责一

个片区，加班费 2小时 30元，工资 1750元/月，节假日有

米面油等慰问品，夏季有降温用品，日常的劳动保障按时

发放，每两年进行一次体检，由县医院统一组织，每周进

行安全教育。

• 固废办司机:工作时间早上 4.30-8.00，一台车一个司机一个

装车工，负责大小区，学校的垃圾清运，司机工资 2900元
/月，装车工 1750元/月，签订劳动合同，无休息，无节假

日，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加班费 50 元/次，体检统一组

织；每周例会强调安全，防火等相关知识，每月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车辆操作培训。

2023年 2
月 24日

白水县张坡村

安居小区
小区物业 2人 实地调研、

访谈

小区垃圾收集处理现状，

小区保洁现状，垃圾填埋

场对小区影响、本项目施

• 小区共 20栋楼，1500户人，有四栋楼地基不实已经搬迁，

小区有保洁 6 人，都是女性，附近居民，一天工作 4 小

时，工资 1000元/月年龄 60岁左右，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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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绍

• 小区每户每年收取 60元垃圾费，垃圾每天有垃圾车进小区

收集，共 60个垃圾桶，每个桶垃圾费 2000元/年，由物业

付给城管局，垃圾填埋场夏季对小区居民有影响，13号楼

高层住户影响较大。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3
月 7日

渭南市白水县

张坡村村委会
村干部、村民

10人，女

性 3人 座谈、访谈

村上的垃圾清运现状，保

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

民收入来源等、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绍

• 张坡村有 6个村民小组，466户，1660人，耕地 1100亩，

1300亩荒地（荒山），人均年收入 14000元，低保户 26
户，55人，建档立卡 46户，138人。

• 对封厂工作的看法：全力支持，村民有意见村中会做相关

工作，选址地牵扯个人，可能会有矛盾，位与刚下坡路

段，离公路较近。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3
月 7日

白水县杜康镇

大杨村村委会
村干部、村民

5人，女

性 1人
实地调研、

访谈

村上的垃圾清运现状，保

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

民收入来源等、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绍

• 大杨村共 3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1094户，3900多
人，低保 53 户，建档立卡 47 户，村人均年收入 11000
元，收入来源：苹果种植，玉米小麦种植，外出打工。

• 村上垃圾收集至指定地点填埋，村小组一个小组一个保洁

员，每天工作 1-2小时，垃圾收集至指定地点填埋，部分

属于公益岗，补贴 400-600元/月，公益岗补贴 2020年之前

由乡村振兴办负责，2020年之后由村上自行负担，每户每

年收取 100元垃圾费，用于保洁员补贴。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3
月 10日

白水县尧禾村

村委会
村干部、村民

5人，女

性 2人 座谈、访谈

村上的垃圾清运现状，保

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

民收入来源等、本项目施

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

绍

• 尧禾村有 12个村小组，常住人口 3500人，低保 39户，建

档立卡 149 户，村人均年收入 13000 元；全村耕地 6000
亩，人均 1.4亩，村民收入来源：果树种植，小麦玉米种

植，外出务工为主。

• 尧禾镇共 23个村，1个社区，镇街道共 6名保洁，年龄 65
岁左右，其中 2名女性，工资 1200元/月，1个清运司机，

负责镇街道垃圾清运，工资 1500元/月，保洁和司机有工

伤意外保险和基本的劳动保障，体检不固定（今年有明年

可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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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5
月 18日 渭滨区环卫站

环卫工人，环卫站负

责人

4人，女

性 1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环卫站环卫职工管理

情况

• 环卫 绿化共约 700人，女性占比 70% 年龄分布 55-65之间

居多 一线人员为长期合同工。

• 合同内工人每天工作时间 8小时，每周一天休息 一月共四

天 每天 60按日工资结。

• 工会组织正式员工 23人，清扫队 16人，站长一名副站长 2
人 科室设立环卫，财务，绿化。

2023年 5
月 18日

渭滨垃管中心

清运科
相关负责人 2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垃管站运营管理情况

• 在编人员共 93 人，一线聘用人员 100 人。清运人员 31
人，设施管护 66人。

• 设施科共 63座公厕，垃圾收集点 23个，3个老式收集台，

4个压缩站。一站配有 2名员工（一个是兼公厕管理员工）

压缩站都在公厕旁边，收集点有专人管理。

• 有劳保 节假日补助 高温补贴根据市气象局高温天数和实际

出勤天数核算 街区设有环卫驿站。

2023年 5
月 17日

宝桥社区清姜

街道办
相关负责人

3人，女

性 1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社区环卫状况、本项

目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

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关措

施介绍

• 社区分为 6 个片区 5 网格，统称幸福大院小区，共 4100
户，常住人口约 11000人，低保户 17户 20人，保洁环卫

由物业公司管理 社区督导，社区对项目比较支持

• 中铁佳苑小区由宝桥物业管理，有员工 26名，其中男性

11人（含保洁公司负责人员一人）。保洁为宝桥物业聘请

第三方平安保洁公司负责，每年签一次合同，保洁员 5
名，其中男性 2名。全小区 5栋楼 360户 1008人。

• 居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5
月 17日 高家镇晁峪村

镇干部，渭滨区项目

办副主任

5，女性 1
人

实地调研、

访谈

压缩转运站选址及镇环卫

管理情况、本项目施工

期、运营期产生的环境问

题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介绍

• 选点为农业设施用地，曾被企业用于私人养殖，现已闲

置，权属村民小组（晁峪村八组）仅集体不涉及个人。

• 全村保洁员卫计部门配有 2人，人社局 11人。属于公益岗

位。 工农，水利等约 3人。人社部门年龄限制 60岁，超限

制 4人，女性 10人。补贴 4-600。
• 每天工作时间不定,按区域完成保洁。保洁员无保障，个人

自愿购买意外险（暂未实施）无高温补助等。村发放工作

服，保洁工具。合同各村一年一签。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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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5
月 17日

神农镇竹园沟

村
村干部，相关负责人

8人，女

性 3人
实地调研、

座谈

神农镇、竹园村选址意

见、本项目施工期、运营

期产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

的相关措施介绍

• 选点用地面积约两亩，属于其他草地，权属竹园沟村一

组 ，牵涉秦岭地区一般保护区。

• 用地经过村庄 可能对村民有影响（压缩站距居民点约 200
米）村民不同意占用原有道路 如果重新修路会涉及基本农

田。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5
月 17日

渭滨区孔家庄

转运站
环卫工人

3人,，女

性 1人 实地访谈 了解环卫工人工作情况

• 每天收集生活垃圾 80桶（容量 240立升），服务 2个社

区、7个小区、2个行政村、街道商户、酒店、农贸市场、

超市等。工作 10年，区环卫签有劳务合同，单位给有三

金，有工伤意外、大病险，月收入 2800元，年底有 300元
补助，工作时间约 12小时，单位对员工岗前、岗中、消防

安全培训，有劳保和高温补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体检，

市郊人员，在城里买有住房，每个星期回一次。对工作满

意。

2023年 5
月 17日

渭滨区西游园

转运站
环卫工人、司机

4人，女

性 2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环卫工人工作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

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的相

关措施介绍

• 工作 14年，负责转运站及公厕卫生，爱人为环卫垃圾清运

工，渭南人，住转运站，工作时间 8～10小时，收入 2800
元，三金和工伤意外险，每天收集清运垃圾约 2箱半，无

群众反应问题。。

• 工作 3年，每天工作 8小时，负责 4个压缩站的压缩箱清

运，每天 4趟到长寿沟填埋场，一趟约 2小时左右，有三

金，有降温品，工作服，每月 4天假，临时加班有补贴 40
元，单位不定期组织体检，收入 2800元，有早餐 4元补

贴，参加过单位组织的道路安全驾驶培训。

• 村民均表示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施表示可

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建设。

2023年 5
月 18日

渭滨区城市管

理执法局

省项目办、社评科社

咨询公司、宝鸡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宝鸡

市国土自然资源局，

渭滨区发改委、住建

局、卫健局、区国土

20人，女

性 8人 座谈

世行垃圾塑料减量项目宝

鸡区渭滨子项目选址推进

工作研讨会

• 省项目办崔静海：世行项目 3月 20日世行执董会已批准，

计划九月份会启动，到时会有一个启动会，第二批项目启

动前，四月份世行派里一个技术考察团到陕西对项目的进

展情况做了了解，检查团考察后项目经理对省项目办和社

评单位提了一个要求，对第二批项目区县目前未确定的地

域规划选址、召开专门会议加快选址用地的落实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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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局、人社局、民

政局、区城管执法

局、高晁镇、镇、

村、街道

• 社评专家方教授，世行贷款项目除了符合国家的政策之外

还要符合世行的一些要求，原安全保障政策，2019年后纳

入环境社会框架后有十个各方面的标准，根据前期初步的

鉴别，涉及宝鸡渭滨的由 4-5个如劳工、、利益相关者、

征地、少数民族等。选址符合咱们的要求，但是否符合国

土、环保、卫健等标准要求，所有利用这次交流会相互通

个气，大体上没有异议后期落实项目选址就有基础了。

• 市规划局：不管是新建，改扩建，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土

地权属要知道，可到距离去查，可研环评文件批复问价，

四指坐标要有

• 住建局赵科长：如果项目选址符合国土规划，是建设用

地，单位愿意提供用地建设，符合程序和使用土地年限要

求，应该给予支持，这样项目用地很好解决。

• 市自规局殷科长：所有建设项目规划和建设手续都是相同

的，该有的都要有，这次选址都是符合国空规划

• 选址要符合国土空间要求、项目建设前期需要办理规划和

用地手续。

2023年 2
月 21日

蒲城县环卫中

心
相关机构

10人，女

性 4人 座谈

蒲城县机构座谈，了解相

关部门对世行项目的意见

和建议

• 李西录：环卫一体化，环卫中心主要负责清运全县生活垃

圾的收集与清运。职工及管理人员 230 人，二环卫工人

770人，车辆 150台，全县每日处理 150吨至 160吨生活垃

圾，司机工资 2800 元，保洁人员和小清运车司机工资

1850元/月。用工合同做到一年一签。环卫工人意外险 550
元/年，管理费用 3300万元/年，由县财政拨款。

• 郭发展:转运站再建垃圾分类按环保标准实行，城区垃圾转

运站封场以后，3个月监测一次，乡镇垃圾收集后再运到

焚烧场进行焚烧。

• 宋雅萍:职业健康安全及评价现在都已交给了卫健委，由卫

健委下属部部门负责。主要任务是安全监管，防灾救灾，

转移安置救灾人员。

• 武梦奇:安监局 2019开展过冶金，化工，建材，用人单位

职业病危害进行申报.13项规章制度职业病危害检查，对

35家建材，水泥企业进行′安全评价，日常安全进行检查督

促，预防为主，职业病主要为尘肺病蒲白矿务局 200人，

疾控中心 50人全部集中在蒲白矿务局。通过国家尘肺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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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康复站，目前都在罕井卫生院对尘肺病患者免费治疗及

社保，职业病垂直管理，日常监管。

• 雷飞:棚膜必须要求 0.01以上，回收再利用.棚膜回收能力

6000吨，生产滴灌带 40-50吨，厂生产能力在 1.2万吨，

安全距离 300-800米，29万亩农膜用量希望加大回收力度

给农民更多补贴，发动收膜积极性。

• 秦照林:根据民政机构的救助政策城市收入 610元/月，涉及

全县 424人，女性占 50%以上。乡村年收入低于 4836元/
年，通过申请，入户调查，核算等程序，一卡通发放。本

县涉及农村 10955人，女性占 50%以上。农村保洁 500元/
月，护林员 1000元/月。

2023年 2
月 21日

蒲城县环卫中

心
环卫工人

8人，女

性 3人 座谈 环卫工人工作情况现状

• 保洁人员:王亚荣(女)，张文芹(女)，刘柏民(男)：道路清扫

清晨 5:00-1:00，下午 1:00-7:00二班制，轮留休息，工资

1650元/月，春节放假一天，端午，中秋过节都有福利，保

险费 550元/年，年龄 70岁以下都可正常工作，待遇和正

式职工一样。

• 司机;唐小龙，袁小强，尚永军：上班时间晨 4:30-7:30，下

午 2:30-8:30工资 2800元/月，、负责城区垃圾清运每天约

100吨/天，劳保和正式职工一样每年夏季降温费，服装发

放都有。车辆每天早班后清洗检查，维修在指定修车公

司，6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上岗，每年体检一次，建议是:更
新车辆，薪资有待提高。

2023年 3
月 6日

蒲城县生活垃

圾填渗漏液处

理站

相关工作人员 4人 实地调研、

访谈

工作时间，工作保障，工

作安全，工资福利等

• 处理站和填埋场工作人员 7人，正式员工 5人，临聘人员 2
人，临聘人员男性，60岁左右，主要负责保洁，门卫，巡

视，门卫工资 1500元/月，保洁 1200元/月，有体检，逢年

过节慰问品。

• 平时有应急演练，主要是防火。渗漏液处理：浓缩液回

灌，污水用于清洁路面，沼气收集点燃。

• 运营过程和村民无纠纷，建设前期有纠纷。周围村民没有

做过消杀，进厂垃圾有消杀，进厂噪音较小，垃圾进厂无

相关交通事故，运营期间每天进厂垃圾 150吨左右。

2023年 3
月 6日

蒲城县尧山镇

浮阳村湾子组
村干部，村民

3人，女

性 1人
实地调研、

访谈

填埋场对村民的影响，家

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

等、本项目施工期、运营

• 湾子村大约有 100 多户，住在离填埋场较近的有二十六

户，现在基本大部分都没在这儿住，有好多人家都到搬到

县城里住去了，房子平时都锁着。村上留的大部分都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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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期产生的环境问题及采取

的相关措施介绍

弱病人。

• 填埋场停运之前对周围住户影响很大，垃圾气味大，苍蝇

多，不搬走的原因是因为补偿标准过低，村上之前没有做

过消杀；关场之后影响较小，夏天稍微还有点。

• 村民均表示对填埋场封场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

施表示可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实施。

2023年 3
月 6日

蒲城县尧山镇

浮阳村
村干部、保洁、村民

5人，女

性 2人
实地调研、

访谈

村上保洁，垃圾清理的基

本情况，填埋场对村民的

影响等、本项目施工期、

运营期产生的环境问题及

采取的相关措施介绍

• 浮阳村有四个自然村，共 9个小组，公益岗保洁 5人，女

性 1人，年龄在 55岁以下，400元/月，由镇乡村振兴办发

放。清运垃圾 2人，合同和村上签订，工资 850元/月，一

天收集一次，电动环卫车，镇上配置，负责将垃圾运至转

运站；没有意外险，有劳动保障。

• 村上希望填埋场的地还给村上能够引进一些有利用价值的

项目把这块地利用起来，像什么太阳能光伏可以给村上带

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希望政府能把这块地返还还给村上帮

助村上引进些项目来利用起来。

• 村民均表示对填埋场封场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采取的措

施表示可以接受，并支持项目的实施。

2023年 3
月 6日

蒲城县龙池镇

压缩转运站
操作工 2人 实地调研、

访谈
了解压缩站运营管理情况

• 龙池压缩站在龙池镇龙池村。配有 4人，其中站长 1人，

工作人员 2人，负责卫生清理 1人，无女性，年龄在 32-
65，管理人员和站工作人员为环卫中心正式职工，卫生清

理工因年龄偏大与环卫中心签有劳动协议。有工伤意外责

任险。

• 夏天发有降温品、驱蚊药，有问题向站领导反映。目前全

县有 12个镇转运站，这个站是去年 5月份开始收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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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利益相关方参与现场图片

南郑区人社局访谈访谈，了解人力资源及

社会保障局机构设置职责。

南郑区天天清洗保洁公司访谈，了解公司运营

的基本信息，保洁员的基本情况，垃圾清运的

基本情况。

南郑区新集镇选址点现场访谈，了解镇环

卫运营机制以及村镇用工情况。

南郑区黄官镇选址点现场访谈，了解镇环卫运

行机制和保洁工人的管理。

南郑区沙田美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访谈，

了解公司运营的基本信息，保洁员的基本

情况，垃圾清运的基本情况。

南郑区牟家坝镇访谈，了解了解镇环卫管理及

村妇女、村干部的情况。

南郑区圣水镇访谈，了解了解镇环卫运营

管理和村低保情况。

南郑区江南垃圾填埋场访谈，了解填埋场的管

理状况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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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区江南垃圾填埋场渗漏液处理站访

谈，了解员工基本保障，工作状况，工作

福利等。

南郑区邹家湾村访谈，了解村民生活和村委会

相关补助政策。

汉滨区中原镇卫星村村委会访谈，了解村

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

入来源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大河镇小河村村委会访谈，了解了解村

镇的垃圾清运，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

源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沈坝镇镇政府访谈，了解村镇的垃

圾清运，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谭坝镇，了解工村镇的垃圾清运，公益

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等，各个岗位工资

状况。

汉滨区茨沟镇镇政府访谈，了解村镇的垃

圾清运，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

等，各个岗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县河镇访谈，了解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集

处理现状，转运站拟用地相关情况，对项目的

意见和建议。



107

汉滨区大竹园镇访谈，了解村镇的垃圾清

运，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等，各

个岗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牛蹄镇访谈，了解村镇的垃圾清运，

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等，各个岗

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宴坝镇访谈，了解村镇的垃圾清运，

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等，各个岗

位工资状况。

汉滨区瀛湖镇访谈，了解村镇的垃圾清运，

公益岗位现状，村民的收入来源等，各个岗

位工资状况。

白水县尧头景区管理所访谈，了解环卫工人

工作情况。

白水县城关镇张坡村东坡村组访谈，了解填

埋场对村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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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史官镇史家山村访谈，了解村上的垃

圾清运现状，保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民

收入来源等。

白水县尧头村访谈，了解环卫工人工作时

间，工作保障，工作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

等。

白水县张坡村安居小区访谈，了解小区垃圾

收集处理现状，小区保洁现状，垃圾填埋场

对小区影响。

白水县张坡村村委会访谈，了解村上的垃圾

清运现状，保洁，司机的工作状况，村民收

入来源等。

白水县杜康镇大杨村村委会座谈，了解镇、

村保洁和清运垃圾现状，保洁员聘用配置、

管理情况，对目前垃圾保洁和清运的建议，

女性权益和申诉机制等相关情况。

白水县尧禾村村委会访谈，了解村保洁人员

聘用管理现状，项目设施用地政策和措施，

对世行项目实施的态度。

渭滨区环卫站访谈，了解环卫站环卫职工管

理情况。

渭滨区宝桥社区清姜街道办访谈，了解了解

社区环卫状况。

渭滨区高家镇晁峪村访谈，了解压缩转运站 渭滨区神农镇竹园沟村访谈，了解神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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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及镇环卫管理情况。 竹园村选址意见

渭滨区孔家庄转运站访谈，了解环卫工人工

作情况。

渭滨区西游园转运站访谈，了解环卫工人工

作情况。

泾阳县机构座谈

泾阳县三渠镇白杨村访谈，了解村保洁人员

聘用管理现状，项目设施用地政策和措施，

对世行项目实施的态度

泾阳县桥底镇桥底村廉洁公司访谈，了解公

司运营现状，公司保洁基本情况等。
蒲城县机构座谈

白水县机构座谈
蒲城县环卫中心访谈，了解环卫工人工作时

间，工作保障，工作安全，工资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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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尧头镇垃圾填渗漏液处理站访谈，了

解工人工作时间，工作保障，工作安全，工

资福利等。

蒲城县尧头镇浮阳村湾子组访谈，了解填埋

场对村民的影响，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

等。

蒲城县尧头镇浮阳村访谈，村上保洁，了解

垃圾清理的基本情况，填埋场对村民的影响

等

蒲城县龙池镇压缩转运站访谈，了解压缩站

运营管理情况。

综合（可研、环评等等）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省项目办、

临渭区项目办、社评单位、可研单位、环

评单位共同讨论项目设计的细节问题。

社评单位、可研单位、环评单位共同讨论子项

目建设活动的设计、社会及环境相关问题。

社评单位、可研单位、环评单位进行联合

调查，了解农村生活垃圾相关信息和现

状。

省项目办、汉滨区项目办、社评单位、可研单

位、环评单位在项目现场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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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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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