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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天桥区一小区
居民称，去年7月，该小区在未征
求居民意见和公示的情况下，突
击建设了一个垃圾中转站，距离
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居民不堪忍
受恶臭，要求相关部门拆除。

“太臭了！我们家卧室、厨房正
对着垃圾站，挨得太近，从来不敢
开窗！”距离垃圾中转站仅2米的一
位居民抱怨，“更过分的是，晚上11

点，甚至到凌晨2点多，就会有车辆
倒运垃圾，噪声吵得睡不好觉。”

据悉，该小区原本没有垃圾中
转站，现在的垃圾站是从别处迁建
过来的，因为原址不符合要求，这
才突击搬迁至此。因此，该小区居
民对垃圾中转站选址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表示了怀疑，要求相关部门
将其拆除，或者迁回原址。

一个小小的垃圾中转站尚且

招致如此非议，更何况建设大型
的垃圾处理厂了。单从小区垃圾
中转站遭投诉来看，记者梳理了
近五年的媒体报道后发现，济南
每年都有类似的新闻报道，其中
2011年报道3次，2012年、2013年
各报道1次，2014年报道4次。基本
上涉及了济南市历下、天桥、历城
等各个区，足见人们环保意识的
强烈。

人人人人离离不不开开，，但但别别建建我我家家门门口口
垃圾围城凸显邻避意识觉醒，畅通民众参与决策渠道是根本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垃圾中转站距居民楼2米引发抗议

我国的“邻避运动”最早出现
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民众冲击
涉污企业的极端暴力事件时有发
生，环境群体事件以年均29%的速
度递增，北京、四川什邡等地都出
现了民众反对建垃圾厂、化工厂的
事件，致不少项目搁浅。

对于济南日前发生的垃圾围
城事件，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认
为，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跟那些高污

染的工业项目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如果工业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比较
大，环保标准也提高了，那么某个
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不建此
类项目，但垃圾处理厂却是必须要
有的。“比如说济南市，垃圾处理厂
不建在这个区就得建在那个区，不
可能建到其他市去。”

垃圾运送至某地，肯定会对
邻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

麻烦和不便，这意味着为了大部
分市民的健康和方便，他们做出
了一定牺牲，为此应给予一定利
益补偿。“垃圾接收地庄稼可能因
此减产，居民生活质量也可能下
降。客观地讲，他们应该获得相应
的经济补偿以达成利益的平衡。”
张法水说，“垃圾处理厂选址应该
尽量远离生活区，确保危害最小
化，并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

建垃圾处理厂需给附近居民合理补偿

综合近几年来的环境群体事
件，获得满意的经济补偿并不是垃
圾接收地民众的唯一诉求，对政府
决策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

据报道，政府虽然一再宣称
垃圾处理设施对周边民众构成的
威胁有限，并能通过科学技术把
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民众
仍对项目的决策过程产生怀疑。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涉及
了民众参与，但或是因为法律规

定语焉不详，或是因为决策者刻
意规避法律，导致公共参与决策
过程流于形式。

一直关注济南垃圾围城的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主任孟宪
强认为，政府在进行垃圾处理厂
选址之前要进行公示，公示之后
如果民众没有意见可以进行征
地，征地之后附近居民还应该得
到实惠。“政府在进行重大公益
项目决策时，应该考虑对环境的

影响，要合规、合法、合理。”孟宪
强认为，政府应该让民众尽可能
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打消民众
的疑虑。

不过，还有研究者指出，要真
正解决环境群体事件，仅靠完善
环评中的公众参与远远不够。建
议在土地、水利、建设等多领域设
置公众参与环节，对于征地补偿
等社会矛盾多的热点问题，充分
听取公众意见，减少社会矛盾。

专家称开放决策有望消解“邻避效应”

济南垃圾围城虽然已经妥善解决，但其背后反映了
民众不断觉醒的“邻避意识”。近年来环境群体事件时有
发生，大到大型垃圾处理厂的兴建，小到小区内垃圾中转
站的选址，决策者、民众无不感受到邻避效应的存在。研
究者指出，建立健全补偿机制，搭建民众参与的平台或许
能够规避邻避效应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去年，济南市天桥区一小区建了一座垃圾站，居民不堪忍受
垃圾散发的恶臭，纷纷向政府部门投诉。 （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垃圾困局·选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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