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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10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环办议字〔2021〕13号 

庞景秋代表：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立施工噪声扰民主动补偿机

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积极开展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一）加强建设施工噪声管控。针对建筑施工扰民问题，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管控，督导建筑施工场所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严格执行

建筑施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导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设

备，并对主要声源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从源头控制建筑施工噪声污
染。 

  （二）严格建筑施工夜间管理。为保证广大群众夜间安静的休息环境，全

省各地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坚决禁止夜间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特殊原因确需夜间施工的，需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

关主管部门的夜间施工许可证明,同时施工场界噪声值需符合噪声功能区域化标

准值要求，方可进行施工建设。 

  （三）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各地积极畅通和完善噪声信访渠道，充分发挥

社区（街道）、环保志愿者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并制止噪声扰民

问题。强化建筑施工场所监管，对噪声长期超标、群众信访问题突出的施工场
所，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推动问题整改，积极维护声环境质量，努力还静于

民。 

  二、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噪声防治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事关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强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研究探索建设施工噪声补偿机制。为切实维护广大居民权益，我们

将按照您的建议，积极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在防治施工噪声扰民工作中的先进



理念和措施，结合我省实际，研究探索建立建筑施工噪声扰民补偿机制，在条

件成熟时出台我省建筑噪声扰民补偿机制，还利于民。 

  （二）严格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在环评审批环节，将噪声防控列为重点管

控事项，建设项目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严格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之前，其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过验收，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的建设

项目不得投入开工建设。 

  （三）规范夜间施工秩序。强化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扰民防治，无极特殊原
因，夜间坚决禁止产生噪声的施工行为。因特殊需要，确需夜间施工的项目，

必须采取防控措施使施工场界噪声值达到噪声功能区域化标准值要求，方可进

行施工建设。 

  （四）强化施工噪声监督管理。以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为监管重

点，定期开展建筑施工场所噪声监督性监测，对多次监测噪声超标和群众反映

噪声扰民问题突出的施工场所，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并责令整改，同时建立

管理台账，实行跟踪问效，直至达到噪声排放标准。 

  特此答复。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 6 月 1日        

  （联系人：郭浩，联系电话：0431-89963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