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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公众参与 

13.1 公众参与的目的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或者环评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建立公众参与

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机制，可使项目影响区的公众能及时了解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有

机会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设方案的决策与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其目

的是： 

（1）让公众帮助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重大尤其是许多潜在环境问题，了解公众关

注的保护目标或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使敏感的保护目标得到有效的

保护。 

（2）了解公众的看法、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找到依

据，使公众对项目建设的环保措施的实施起到监督作用； 

（3）增强项目环评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确保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合理性； 

（4）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总之，环评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环评的有效性，并在公众参与的活动中提

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进一步促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

量，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 

13.2公众参与调查的范围、对象、方法及内容 

本次环评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环发 2006[28号]）、关

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2 号）和《关

于执行甘肃省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篇章编写暂行规定的通知》（甘环开

发[2001]98 号）的要求开展公众参与。 

本次公众参与于 2016年 3月 2 日在陇南日报进行第一次公示，告知公众本项目的

基本情况、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 

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陇南日报报进行第二次公示，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本项目的

情况、采取的环保措施及对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 

于 2016 年 4月 21～26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见表 10-2），

对评价范围内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及有关专家，公开以下信息并征求意见。 

（1）建设项目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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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3）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4）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5）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环评机

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期限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即日起 10 天内可以通过来

访、来电、来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与环评单位联系）； 

（6）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进一步了解本项目及环评相关信息和索要

环评简本的；对本项目环评结论有疑问，要求解释和提出意见的；意识到潜在环境问题，

要求环评报告补充的；愿意义务监督本项目环保措施及运行情况的）； 

（7）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以意见调查为主，并辅以上述多种方式交流沟通）。 

13.3公众参与具体内容 

(1)第一次公告内容如下： 

 
 

 

 

 

 

 

 

 

 

 

图 13-1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内容 

（2）第二次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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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内容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来电来函。 

13.4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公众问卷调查 

①公众调查意见的统计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00份，回收率 100%，被调查公众

基本信息见表 13-1，调查结果统计见表 13-2、13-3。 

表 13-1  被调查公众基本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1 杜小红 男 42 大专 村书记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三社 13993917565  

2 高益凤 女 2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8309391086  

3 杜军连 男 42 小学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3909391892  

4 石峰 男  初中 村长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39939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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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5 石勇 男 42 初中 农民 杜台村 15193920224  

6 杜玉旦 男 35 初中 农民 六巷乡杜台村 15809492047  

7 赵玉林 男 26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5193973421  

8 赵兴贵 男 34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193926191  

9 石宝强 男 31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8309392592  

10 杜正海 男 46 小学 社长 六巷乡杜台村 18793927809  

11 马银 男 33 小学 农民 六巷乡杜台村 18393777383  

12 张贵泽 男 45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3993997490  

13 杜晓峰 男 41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3919557476  

14 陈小强 男 39 高中  六巷杜台村 18293937300  

15 杜海兵 男 33 小学  杜台村 15293973317  

16 王借弟 男 40 小学  六巷乡杜台村 13629393702  

17 陈小奎 男 32 初中 监委主任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825871263  

18 史东勤 男 34 小学  杜台村   

19 陈君成 男 34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293995165  

20 张军泽 男 34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193983798  

21 马润田 男 52 初中 农民 杜台村 15193984713  

22 刘琳 男 75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3629393702  

23 陈海卫 男 45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097206941  

24 杜海鹏 男 33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5209399928  

25 杜智慧 男 44 小学 农民 六巷乡杜台村 13919570753  

26 马成良 男 4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 15193989919  

27 何彦军 男 34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3830903554  

28 杜和平 男 36 初中 村秘书 杜台村 15293964418  

29 石瑞社 男 33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5825897122  

30 张高峰 男 42 初中 农民 杜台村 13993905404  

31 杜伟龙 男 29 初中 农民 杜台村 15293966804  

32 杜彦林 男 42 初中 农民 杜台村 13919566496  

33 马兴满 男 35 小学 农民 杜台村 18393366528  

34 常军政 男 46 高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51490  

35 马便过 男 52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3977059  

36 王都孝 男 50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103968557  

37 李应会 男 43 高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393776819  

38 曹应成 男 35 初中 村秘书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362406  

39 史小平 男 36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4089062  

40 王羊文 男 38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193906262  

41 马骞 男 39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3903798  

42 许小强 男 40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351973  

43 刘海林 男 35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3991197  

44 高卫东 男 30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45 何粉娥 女 53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025967564  

46 马凡生 男 50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马坝

社 

13909397885  

47 王东红 男 38 初中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193931355  

48 李王勇 男 31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393134549  

49 何伟 男 36 初中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915887  

50 谢来信 男 49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809393227  

51 马旺对 男 42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马坝

社 

158094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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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52 马文 男 36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马坝

社 

13830910076  

53 高海军 男 38 初中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830967114  

54 安武程 男 36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3916116  

55 何善文 男 3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19557343  

56 杜高平 男 44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629391188  

57 艾小元 男 4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825897955  

58 史小军 男 35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4072741  

59 曹各营 男 35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809497310  

60 杨胖子 男 44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193922598  

61 陈保文 男 53 高中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06956063  

62 马怀生 男 47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309493621  

63 许志强 男 37 小学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3933656  

64 刘小成 男 40 初中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830907662  

65 艾会 男 47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4511585  

66 李小勇 男 33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3922827  

67 曹含玉 男 4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57853  

68 马文波 男 30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4079831  

69 常建政 男 48 大专 村支书记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09397791  

70 曹章平 男 3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3980873  

71 杨青海 男 34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3972721  

72 马贵平 男 52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4679404  

73 廖海兰 女 40 小学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294560716  

74 史大成 男 35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06977633  

75 黄海平 男 49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72547  

76 高军泽 男 47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393963021  

77 马侯儿 男 60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22938  

79 曹雯瑜 女 25 高中 农民 花桥村 13993958287  

80 郭荣 男 38 高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8794098858  

81 陈代华 男 34 初中 农民 华桥村 18794685255  

82 马玉红 女 29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395766  

83 云琴 女 37 初中 农民 花桥村 13993973323  

84 谢崔吹 女 29 小学 农民 六巷乡，花桥村 18794078594  

85 艾冬蕊 女 45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193903427  

86 任双选 男 51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695392175  

87 何拾全 男 39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4088337  

88 鱼举举 男 52 小学 农民 花桥村 15193902647  

89 刘云祥 男 23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825394875  

90 李胡换 男 52 小学 农民 花桥村 18719558293  

91 马兴会 男 47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马坝

社 

18298634304  

92 张拾元 男 53 高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830957181  

93 杨小令 男 45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830987182  

94 王雪燕 女 38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965870  

95 代一波 男 45 高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830979515  

96 马访荣 男 47 初中 工人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57783  

98 鱼小东 男 41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93973737  

99 王毛娃 男 48 小学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5293391392  

100 刘旺财 男 49 小学 农民 西和县蒿林乡杜林村 18294557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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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101 刘海 男 39 初中 农民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19550098 卫生防护范围内
需搬迁居民 

102 马旭 男 65   花桥村  卫生防护范围内
需搬迁居民 

103 马喜子 男 46   华桥村 18793943309 卫生防护范围内
需搬迁居民 

表 13-2  公众参与调查分类统计表 

类  别 对象属性 被调查人数（人） 所占比例（%） 

性  别 
男 91 91 

女 9 9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2 2 

高中及中专 9 9 

初中及以下 89 89 

年龄段 

18～30 9 9 

31～40 44 44 

41 岁以上 47 47 

居住环境 
农  村 100 100 

城  镇 0 0 

由表 9-2可见，被调查的 100人中，男性占 91%，女性占 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占 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 9%；18～30岁占 9%，31～40岁占 44%，41岁以上占 47%；

农村人口占 100%。 

表 13-3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问题 答案 选择人数 占百分数 

1 
您获取环保护知识及相

关信息的主要渠道是 

①报纸 14 14 

②广播电视 56 56 

③环保宣传 44 44 

④其他 0 0 

2 
您对当地环境质量是否

满意 

①满意 81 81 

②不满意 4 4 

③无所谓 15 15 

3 
您认为当地目前主要的

环境污染源是 

①工业 3 3 

②农业 13 13 

③生活 82 82 

④其他 2 2 

4 
您是否了解本项目的建

设情况 

①了解 39 39 

②听说过 51 51 

③不了解 10 10 

5 
您认为该项目目前存在

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①大气污染 5 5 

②水污染 7 7 

③固体废物污染 77 77 

④噪声污染 6 6 

⑤生态破坏 5 5 

6 
您认为该项目建成后带

来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①大气污染 4 4 

②水污染 10 10 

③固体废物污染 7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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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噪声污染 6 6 

⑤生态破坏 8 8 

7 
您认为该项目重点保护

的环境影要素是 

①大气环境 13 13 

②水环境 70 70 

③声环境 13 13 

④生态环境 7 7 

8 
您认为该项目的厂址选

择是否合适 

①合适 43 43 

②基本合适 57 57 

③不合适 0 0 

9 
您对该项目的建设持何

态度 

①支持 93 93 

②反对 0 0 

③无所谓 7 7 

10 
您是否愿意做该项目的
环境保护义务监督员？ 

①愿意 85 85 

②不愿意 15 15 

11 
该项目的建设需要您搬
迁，您是否同意搬迁？ 

①同意 3 100 

②不同意 0 0 

③无所谓 0 0 

从调查结果看，1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获取环保知识的途径为报纸，56%的被调查对

象表示获取环保知识的途径是广播电视，4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获取环保知识的途径是

环保宣传。 

8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对当地的环境质量状况满意，15%的被调查对象持无所谓的态

度，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对当地的环境质量状况不满意。 

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当地目前主要的环境污染源是工业，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当

地目前的环境污染源是农业，82%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当地目前的环境污染源是生活。 

39%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了解该项目的建设，5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听说过该项目，只

有 1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不了解该项目。 

5%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大气污染，7%的被调查对象

表示该项目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是水污染，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噪声污染，76%的被

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固体废物污染。 

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大气污染，10%的被调查

对象表示是水污染，7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固体废

物污染，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带来的环境问题是噪声污染，8%的被调查

对象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带来的环境问题是生态破坏。 

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重点保护的环境要素是大气环境，70%的被调查对象表

示重点保护的环境要素是水环境，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是声环境，7%的被调查对象表

示是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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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的选址合适，57%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该项目的选址基本

合适。 

9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支持该项目的建设，7%的被调查对象对该项目的建设持无所

谓的态度，无人反对该项目的建设。 

通过建设单位与位于卫生防护范围内的 3 户居民的沟通与协商，3 户居民均表示搬

离卫生防护区范围（搬迁协议见附件）。 

（2）企事业单位问卷调查 

本次公众参与对西和县环境保护局、西和县林业局、西和县发改局、西和县国土资

源局、成县林业局（鸡峰山自然保护区代管单位）、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西和县六巷

乡杜台村、六巷乡人民政府等单位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见表 13-4。 

表 13-4  企事业单位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序号 问题 回答单位 回答内容 

1 

贵单位认为该
项目对于当地
工业发展及经
济增长方式有
何种影响？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该项目建设对当地工业发展及增加财政收入均有明显提升。 

西和县林业局 
对当地工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增

收，并可适当解决当地富裕劳动力。 

西和县发改局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当地工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增加县级财政收入，解决当地剩余

劳动力。 

成县林业局 可以增加西和县财政收入，还可适当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 

花桥村 
解决本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改善本村人聚环境，增加本村农民的

收入，对本县工业发展起积极作用和影响。 

杜台村 
解决本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村民收入，对本县工业发展起积极作

用。 

六巷乡人民政府 
帮扶当地新建和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新企业投产后吸

收当地剩余劳力，增加农民人均收入。 

2 

贵单位认为该

项目存在哪些

环节限制因素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主要是采矿废渣、选矿废水要严格按照“环评”要求执行。 

西和县林业局 交通较为不便利 

西和县发改局 交通条件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新企业建成后要求按照《矿产资源法》、《环保法》要求加强管理，

严格按“三率”设计，增强开发利用水平，做好采矿废水、废石

的利用。 

成县林业局 
交通不便，加强环保投资，增加植被绿化和水土保持，对区域生

态环境加强保护。 

花桥村 解决好村民和企业的取用水，做好废水循环利用。 

杜台村 本村所在地位于企业下游，解决好废水利用循环 

六巷乡人民政府 
六巷河流域由于历史性重金属超标，新企业建成后要严格按照重

金属排放标准，做好废水循环利用。 

3 
贵单位认为该

项目实施后可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选矿废水必须达到循环利用，在严格落实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对

当地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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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 回答单位 回答内容 

能产生哪些环

节问题？重点

环境问题是什

么？ 

西和县林业局 
因矿山开采形式为硐采，对森林植被破坏小，重点问题是生产期

间要注意保护好周围植被。 

西和县发改局 
该项目开采方式为硐采，对森林植被等环境破坏较小，重点环境

为题是要保护周围植被。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影响矿山地质环境。 

成县林业局 
该项目的实施可能造成周边森林植被影响，生产期间划定措施加

以保护。 

花桥村 废石堆放有序处理，废水循环利用。 

杜台村 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发展 

六巷乡人民政府 水土流失和环境破坏 

4 

贵单位认为该

项目拟采取的

环保措施是否

可行？如不可

行请写出理由

及建议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拟采取环保措施可行。 

西和县林业局 可行 

西和县发改局 可行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可行 

成县林业局 可行 

花桥村 可行 

杜台村 同意可行 

六巷乡人民政府 可行 

5 

贵单位是否同

意该项目的建

设？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同意 

西和县林业局 同意 

西和县发改局 同意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同意 

成县林业局 同意 

花桥村 同意 

杜台村 同意 

六巷乡人民政府 同意 

6 

贵单位的其他

意见、建议及

要求： 

西和县环境保护局 无 

西和县林业局 
意见：必须在批复使用林地范围内进行生产活动，严谨乱采滥伐； 

建议及要求：要主动积极造林，保护和发展矿区森林植被。 

西和县发改局 
该项目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在项目建设中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生

产，促进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西和县国土资源局 严格落实环保措施 

成县林业局 严格在批复使用范围内进行生产，遵守《森林法》，严禁乱采乱

伐。 花桥村 必须解决当地村民就业上班。 

花桥村 必须解决当地村民就业上班。 

六巷乡人民政府 严格落实环保措施。 

由表 13-4可见，被调查的企业业单位均表示该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工业发展，

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 

被调查的企事业单位认为该项目存在的限制因素为当地交通条件不便利，项目下游

有村庄的分布，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及选矿水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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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的企事业单位认为该项目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是产生水土流失及植

被破坏，建设单位需做好水土保持及绿化工作。 

所有被调查的企事业单位均认为该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措施可行。 

被调查的企事业单位认为建设单位需严格限制生产活动范围，严谨乱采滥伐，并落

实各项生环保措施。 

13.5公众意见处理 

（1）环评单位把公众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向建设单位全面进行了通报，要求建设单

位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加以高度重视，希望建设单位加强环保治理、环保管理的

意见，更要认真研究，在各项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中加以落实。 

（2）从调查结果看，公众和当地的主要企事业单位均表示建设单位加强废水处理

与会用、做好固体废物的堆存与处置、严格限制生产活动范围，做好水土保持及植被保

护工作。建设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公众所提意见及建议；在正常生产时必须加强水池、回

水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委托专业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做好废石场的建设。同时也

应对除尘设施的易坏易消耗配件常备，以便及时更换或维修，尽最大努力减少非正常排

放的频率，降低烟气非正常排放对外环境的影响。 

13.6义务监督 

根据甘肃省环保厅对公众参与调查的要求，从所调查的公众中，选择出以下几位公

众作为本项目的环保义务监督员，随时对该项目建设期和生产期的“三废”治理等有关

环境保护的工作进行相应的监督。环保义务监督员名单见表 13-5。 

表 13-5  环保义务监督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工种）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1 杜小红 男 42 大专 村书记  西和县六巷乡杜台村三社 13993917565 

2 常建政 男 48 大专 村支书 西和县六巷乡花桥村 13909397791 

13.7小结 

通过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与被调查对象的沟通、交流及解释，最终 93%的被调查

对象表示支持该项目的建设。为了保证项目的正常生产运行，同时保护好周围的环境，

要求建设单位必须确保环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若出现故障立即采取措施或停产，把损失

减低到最小程度。建议建设单位在做好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同时： 

首先，应注重与项目所在地居民交流，建立良好关系，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和企业

文化，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在项目正式投产前将卫生防护范围内的居民全部搬迁； 

其次，在试生产期或停产检修期间等可能发生非正常排放、噪声扰民的情况应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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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附近居民； 

再次，对省、市、县政府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复文件及说明给予公示，使周围

居民即时了解本项目所排放的各类污染物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信息，以便

周围居民对本项目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认识。 

13.8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环发 2006[28号]）、关

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2 号）和《关

于执行甘肃省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篇章编写暂行规定的通知》（甘环开

发[2001]98 号）的要求开展公众参与的要求，进行了媒体公示和现场问卷调查，通过公

众参与，使项目所在地的公众充分的了解了本项目的建设性质、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

范围及对象涉及花桥村、杜台村、六巷乡、西和县的居民及企事业单位，重点针对位于

评价范围内的居民，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直接与调查对象面对面交流，对其质疑进行了解

释，并将公众的意见反馈给结建设单位，同时在环保措施的建设中也充分考虑公众的意

见。 

本次公众参与具有较高的有效性与真实性，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充分反应受影

响公众的意见，并使建设单位与公众进行了有效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