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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区燕楼一期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公示信息（报纸第二次）

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sYXdSs4NQn_Yi9rt5ophqA?pwd=

jwbs 提 取 码 : jwbs
2、纸质报告书查询途径：通过 QQ、邮件或微信等多种形式为您提供征求

意见稿纸质及电子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花溪区燕楼一期风电场项目周边个人和团体
三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书面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提出

宝贵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贵阳市矿能吉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5日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

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 月 16 日

至 18 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中亚五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出席峰会，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重要理念与主张，期盼习近平主席

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一道，进一步提升中

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携手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推动中

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航船乘风破浪、勇

毅前行。

“为中国－中亚机制注入新动力”
初夏时节，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绿意盎然。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将在这座城市举行。

“哈萨克斯坦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出

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哈萨克斯坦

总统国内政策和通讯事务助理阿尔曼·基

雷克巴耶夫说，本届峰会意义重大，期待

习近平主席此行继续发挥元首外交的战

略引领作用，同中亚各国领导人携手深化

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进一步促进双方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交流。

建交 30 多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始

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

共赢，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近年

来，在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下，从倡导成

立中国－中亚机制到将机制升格至元

首层级，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

国同中亚五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

合作提质升级，国际协作走深走实。两

年前，以在中国西安举行的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为契机，中国－中亚元首会晤

机制正式建立，为中国－中亚合作打造

了顶级平台。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

长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说，习近平

主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亲自为中国－

中亚机制擘画发展蓝图，中国－中亚机

制已在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等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果，展现出强大潜力，“期待习近平主

席此行进一步拓展中亚国家与中国的

合作前景，为中国－中亚机制注入新动

力，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两年前的首届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发表主旨讲话，强调携手建设守望相

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乌兹别克斯坦政

治观察家沙罗菲丁·图拉加诺夫对此记

忆犹新。他说，相信第二届峰会将成为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

“又一个里程碑”，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

推动中亚国家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各领

域共识。

“中国－中亚峰会开启区域合作黄

金时代。”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

说，两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以远见卓识

和务实行动，共同勾勒出互利共赢合作

的绚丽图景，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二届

峰会更蕴含着六国深化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战略愿景。

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专家俱乐部

主席布拉特·苏丹诺夫说，当前国际形势

变乱交织，中亚五国与中国走出一条睦

邻友好、团结协作的新路，为地区和平发

展不断注入稳定力量，期待习近平主席

此行进一步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把中

国－中亚合作提升到新高度。

务实合作“双向奔赴”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记者协会费尔

干纳州分会主席穆罕默德忠·奥比多夫

来说，今年 4 月 29 日是个意义重大的日

子。这一天，中吉乌铁路位于吉境内段

的三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该项目正

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这是一

件意义非凡的大事！”作为媒体人，奥比

多夫一直关注着中吉乌铁路项目进展。

奥比多夫说，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元

首亲自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

志性工程，将有效加强货物流通和人员

流动，切实改善乌、吉以及中亚其他国

家民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与中亚国家领导

人一起推动更多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路，是改变，也是希望。2100 多年

前，汉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横贯

东西的古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同中亚

友好交往的大门。2013 年在哈萨克斯

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新时代的丝路画卷就

此铺开。中国同中亚五国如今已实现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全覆盖，

务实合作硕果累累。

2023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为双

方合作开辟新前景。双方互联互通日益

密切，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互利共赢合作

跑出“加速度”：中哈原油管道安全稳定

运营，中吉别迭里口岸实现阶段性通车，

中国多地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中国与

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连创新高……

吉尔吉斯斯坦奥伊奥尔多专家倡

议中心主任伊戈尔·舍斯塔科夫认为，

中国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国家

发展战略协调对接，极大助力中亚国家

现代化建设。他期待，在习近平主席出

席第二届峰会期间，中亚国家与中国达

成更多务实合作项目，为中亚发展赋予

新动能。

土库曼斯坦《金色世纪》报社社长

梅拉特·别克穆拉多夫说，中国积极同

中亚国家共享绿色发展经验，双方在水

电、风电、光伏等项目建设上成果显著，

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期待以

习近平主席此行为契机，中国与中亚国

家挖掘更多创新合作增长点，推动双方

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中亚国家和中国传统友谊深厚，

发展理念相近，这为双方开展合作、携

手发展提供了支撑。”在哈萨克斯坦国

家科学院院长阿克尔别克·库里什巴耶

夫看来，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是“双

向奔赴”。哈国家科学院正与中方机构

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技术合作项目，库

里什巴耶夫也因此更加忙碌。“期待聆

听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峰会上提出面

向未来的发展倡议，推动中亚国家与中

国实现共同繁荣。”他说。

“让心贴得更近”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永远在我

心中。”哈萨克斯坦青年伊斯密尔·道罗

夫（中文名马文轩）曾在陕西中医药大

学留学，如今在阿斯塔纳一家中医诊所

工作。新冠疫情期间，在华留学的马文

轩主动请缨支援抗疫，他的一句“我是

外 国 人 ，但 不 是 外 人 ”感 动 无 数 中 国

人。2022 年 1 月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讲述了

马文轩的故事。

“能被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

我非常激动，这是很大的荣誉。”马文轩

说，“中亚国家和中国是好邻居、好朋

友，我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双方传

统友谊增添更多新内涵，让双方人民的

心贴得更近、手握得更紧。”

千年古道，万里驼铃，谱写出浩浩

长歌，见证中国与中亚国家间世代友

好。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在人文领域交

流有声有色：中国－中亚国际人文旅游

专列（西安－阿拉木图段）化身“流动的

文化交流长廊”，“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

作中心”点亮塔吉克斯坦眼疾患者康复

希望，敦煌研究院专家前往中亚多国考

察交流……

哈萨克斯坦文化和信息部副部长

叶夫根尼·科切托夫说，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为中亚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带来新机遇，“我们怀着激动心情迎接

第二届峰会，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进一

步促进双方文化互动，为人文交流注入

新动力”。

近年来，“中国热”“中文热”在中亚国

家持续升温，中国与中亚国家全方位加强

教育务实合作，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

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鲁班工坊、孔子

学院等教育合作项目蓬勃发展，为传承中

国和中亚友谊培育着青春力量。

“中国－中亚机制已成为促进各方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

台，”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副校长劳夫·

尤拉洪佐达说。设于塔吉克斯坦技术

大学的鲁班工坊近两年迅速发展，为塔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培养了大批人才。

尤拉洪佐达说，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进

一步拓展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推动更

高水平教育文化交流。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图拉加

诺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将持续

促进中亚国家与中国青年间的互动，厚

植中亚国家与中国世代友好的民意基

础，使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友谊焕发新的

活力。

新华社阿斯塔纳 6 月 14 日电

推动中国－中亚航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中亚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6 月 14 日，一位身穿 2025 贵阳马拉

松参赛服的跑友在甲秀楼前支起画架专

注地写生。

他叫苑震，今年 53 岁，酷爱马拉松

运动的他早些年给自己发起了“一城一

马一画”的计划，即到一座城市跑一场

马 拉 松 并 在 这 座 城 市 画 一 幅 画 带 回

家。目前，他已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留下

了他“跑马”的足迹，带回了这些城市的

油画作品。

今年是苑震第二次参加贵阳马拉松

赛。2024 年，他第一次来贵阳参赛就在

贵阳画了一幅甲秀楼的油画，不过，对于

苑震来说，贵阳留给他的最深印象不仅

有凉爽的气候，还有令他有些胆寒的“十

八坡”。“2024 年，我参加的是全程马拉

松，这次比赛，我算是被贵阳跑道上的十

八个坡彻底征服，全程竟然用了四个多

小时才跑完，这让我有点不服气。为此，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训练坡道，相信在

今年的比赛中我一定能征服‘十八坡’！”

苑震信心十足地说道。

在苑震看来，马拉松赛本就很“虐”

了，贵阳的马拉松赛道可以说更“虐”，然

而正是因为这高难度，让他产生了强烈的

征服欲望。

“‘十八坡’加 25℃的凉爽气候，让贵

阳具有了最吸引人的参赛条件，真正的

马拉松爱好者，是一定要来贵阳跑一次

的。”苑震说，也正因如此，贵阳也是他

“来了一次还想再来无数次”的城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徐其飞 文/图

“贵马，我又来了！”6 月 14 日，2025

贵阳马拉松开赛在即，77 岁的方家林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露 出 标 志 性 的 灿 烂 笑

容。这将是他第三次站上贵阳马拉松

的起点线，与这条赛道的羁绊，早已超

越了简单的参赛纪录。

方家林来自江西宜黄，曾两次赤脚

跑完“贵马”。2015 年，当时 67 岁的他初

遇“贵马”，凉爽的气候、如画的风光和

震耳欲聋的加油声，让他赞叹“赛道美、

风景美，人更美”，由此留下完美的“初

体验”。

2024 年的经历则铭刻下更深的情

谊。6月16日，贵阳马拉松的计时器早已

定格在6小时30分，终点拱门静待拆除。

明知“没有奖牌”“没有证书”，76 岁的方

家林依然赤脚在赛道上奋力前行，在组委

会工作人员特意延长的守候、救援车无

声护航和赛道两旁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

祝福中，倔强而满足地冲过终点线，收获

了饱含敬意的鲜花与那份他称之为“终

生难忘”的记忆。

一年后，再次参加“贵马”，方家林

脚上多了一样东西——一双轻便的跑

鞋。这位昔日的赤脚跑者，今年选择了

“履”新出发。“年纪不饶人，组委会关

心，家里老伴也念叨，让我穿双鞋，跑得

更稳当，咱得听劝，安全第一嘛！”他拍

拍腿，语气豁达。

基于“量力而行”的考虑，也基于

自己对“贵马”赛事理念的理解，方家

林今年还做了一项调整：选择半程马

拉松。“跑得快是本事，跑得快乐才是

本质。稳稳当当跑完，享受风景，享受

加油声，享受这份快乐，比啥都强。”

他说。

虽然告别了赤脚，但方家林对奔跑

快乐本质的追求，从未改变。“以前打赤

脚，那是接地气，感受大地的脉搏。”他兴

致勃勃地分享，“现在穿上鞋，是要让老

骨头更稳当地接咱贵阳的‘爽爽地气’，

跑得更长久！”他坦言，无论是赤足踏过

滚烫的柏油路，还是如今跑鞋包裹下

的稳健步伐，那份奔跑时清风拂面的

自由、融入山水画卷的畅快，以及被观

众热情呐喊点燃的激情，才是他心中

最珍贵的“快乐源泉”，“速度是别人的

本事，这份脚下生风的自在欢喜，才是

我奔波的‘本质’！穿不穿鞋，这份快

乐，跑不丢！”

“跑友们都晓得，老方不是在马拉松

赛道，就是在去赛道的路上。”方家林说，

当贵阳马拉松组委会“特邀”电话再次响

起，那份对“爽爽贵阳”、对热情似火的市

民、对奔跑在观山湖畔无与伦比的快乐

的深切思念，让他无法拒绝，“贵阳是老

朋友了，情分重！这约，穿鞋也得欢欢喜

喜来赴！”

当被问及对 6 月 15 日这场奔跑的

期待时，方家林笑容舒展。“就盼着顺

顺当当、开开心心地跑完这 21 公里，好

好 看 看 观 山 湖 的 水 是 不 是 还 那 么 清

亮，白鹭老朋友还在不在水边，再听听

路边观众们那熟悉的加油声，光想想

就浑身是劲！”他说，“跑完了，必须犒

劳自己，酸汤鱼、丝娃娃，那滋味儿，想

了一整年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一郦

77岁“赤脚老人”三赴“贵马”之约：

奔跑的快乐，是我与贵阳的故事

方家林正在进行赛前训练。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摄

深圳跑友苑震：

为征服贵阳“十八坡”，我刻意练了一年坡道

本报讯 6月14日晚，贵阳市白云

区梵华里东华里广场灯火璀璨，一场

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

身边安全隐患”为主题的路边音乐会

在此上演。

本场音乐会由贵阳市应急管理局

主办，白云区应急管理局承办，通过歌

曲、舞蹈、情景剧等多元形式，将安全

知识融入音乐旋律，为市民打造了一

场沉浸式安全文化体验。

音乐会开场前，广场一侧的应急救

援装备展示区已吸引众多市民驻足。

专业救援人员现场展示各类先进的应

急技术装备，详细讲解侦测无人机、地

质雷达、水下机器人等设备功能，还通过

模拟场景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

技能，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实操体验。

随着原创歌曲《安全千万家》的旋

律响起，音乐会正式开始。表演者或

用深情的歌声呼吁全社会关注家庭安

全；或以轻快节奏传递“安全无小事，

防患于未然”的理念。

贵 阳 市 消 防 支 队 表 演

的舞蹈《阳光宅男》将

家庭防火、用电安全场

景融入活力舞姿，赢得阵阵掌声。

现场还设置“安全隐患大家找”环

节：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消防水带缺

失、消火栓前堆放杂物、人行道上飞线

充电等常见隐患场景，实现“台上演、

台下学”的双向互动。在有奖问答环

节，主持人抛出“今年是第几个安全生

产月”等问题，台下观众竞相抢答。市

民张华伟说：“这种形式既有趣又实用，

不仅能拿奖品，还能在互动中加深对

‘安全生产月’的了解。”

本次活动是贵阳市“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的创新实践。贵阳市应急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打破传统

宣传模式，以路边音乐会为载体，让安

全知识‘活’起来、‘动’起来，真正走

进群众心中。”未来，贵阳市将持续探

索“安全+”宣传模式，构建“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为“强

省会”行动筑牢安全基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一郦）

贵阳路边音乐会
唱响安全生产月主旋律

“今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来龙门石窟寻溯中华文化，看到越来

越多的国际友人到龙门石窟领略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进一步坚

定了我致力于保护传承传播中华文化

瑰宝的决心和信心。”

6 月 14 日是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在当天于湖南长沙举行的主场

城市活动开幕式上，龙门石窟研究院

研究馆员焦建辉的一番讲述，道出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可贵价值，引发在场

观众无限共鸣。

主场城市活动之外，各地通过创

新内容形式、展示工作成果，强化互动

体验、突出惠民利民，举办多种形式的

主题活动，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光彩。

在守护中赓续
逛展览、看情景剧、体验沉浸式演

出……14 日，沈阳故宫博物院举办一

系列文化活动，吸引观众走进这处今

年正好 400 岁的世界文化遗产。

当天，沈阳故宫新推“和合大同——

沈阳故宫古建筑技术文化展”和“雅人深

致——沈阳故宫院藏高士题材绘画展”

两大展览。配合展览开幕，沈阳话剧团

精心打造情景剧《琴心墨韵绘丹青》，绘

画作品和文人高士在演绎中“活”了起来。

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策展人尚文

举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观众了解

沈阳故宫凝聚的古人非凡智慧，也希望

有更多的人一起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各地通过

展览、讲座、音乐会、视频征集、绘画比

赛、教育研学等活动，展现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多重价值，唤起更多人的珍爱之心。

在上海，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动

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两大

重要节点，打造上海文化遗产季。遗

产季紧扣“守护文脉，创享未来”主题，

营造出保护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

氛围。

在四川，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会场活动在巴中市举行，活动发布《川

渝石窟联合保护倡议》，川渝两地将共同

开展石窟寺资源调查保护，加强学术交

流和研究，加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

据统计，天津、山西、内蒙古、江苏、

浙江、四川等20余个省区市举行本省份

主场活动，甘肃、山东、陕西、河南、湖

南、江苏等省份文博活动数量超400项。

在融入中赋能
喝一碗功夫茶、看一支醒狮舞。14

日一早，以“岭南千年文脉·非遗焕新焕

彩”为主题的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在潮州古城启动。

致敬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举办广

东省第六届非遗购物节……人们在此

以可感可及的方式感受非遗保护成果。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 1.1 万余家非

遗工坊，分布在 2005 个县级行政区，

包括 670 个脱贫县和 135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动相关产业链 120

余万人就业增收。

不久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的广州市龙狮协会会长赵伟斌告

诉记者：“我们将开发更多醒狮主题的文

创产品，继续探索‘醒狮+科技’的跨

界合作，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引

领国潮风尚。”

创新利用手段、找寻同现代生活

的连接点，文化和自然遗产正日益赋

能经济社会发展、添彩美好生活。

河北推介冀州古城遗址和历史文

化 街 区 等 资 源 利 用 成 果 ，北 京 开 幕

2025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西藏举办“极

地那曲”音乐会，江西系统展现近年来

景德镇市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景德

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景德镇

瓷业遗产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等方面的成果……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的一项项

活动，彰显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活”起

来的生动实践、“火”起来的强劲动能。

在弘扬中光大
广西百色，一片红色的热土。这

里留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红色文化

遗产，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14 日，在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广西主场城市（百色）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展示活动中，老中青三代演奏

者用马骨胡齐奏《百色来了红七军》，

点燃全场激情。

“传统乐器演绎红色文化，格外深

沉厚重，让人心潮澎湃。”来自重庆的

游客宋子峰望着舞台感慨。

承载厚重文明、滋养精神家园，文化

和自然遗产予人源源不绝的前行力量。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围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重大考古项目发布等，充分展示工

作成果、加强宣传阐释。辽宁省举办首

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暨“新时代大

讲堂”，进一步加强红山文化研究阐释

和宣传推广；天津、广西、内蒙古等地推

出“少年课堂”“青年学堂”“博物馆进校

园”等活动；山东举办考古遗址公园、大

遗址保护利用方面专家讲座。

在长沙，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题论坛云集各方专家。围绕用文艺

作品讲好文物故事、高技术的文物应用

创新实践、革命文物的叙事创新与价值

传递、乡村（类）博物馆建设等内容，大

家深入研讨交流，不断凝聚共识。

与会嘉宾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努力让文化和自然遗

产“活”起来、“潮”起来、“热”起来，共同

书写好中华文明发展的不朽篇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让文物说话 为生活添彩
——各地创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苑震在甲秀楼前与画作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