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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HGDi3yHk-

bdHqStB8n-UuQ
提取码：h7ec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
佛山市领域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地址：佛山市

南海区狮山镇狮岭；联系电话：0757-86630203）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ccFQ- sy-

dV0UR3qIbwFMK9w
提取码：d4qg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提交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佛山市领域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收件人：赖先生 邮编：528200
传真：0757-86630203 电子邮箱：63805767@qq.com
收件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岭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即自2021年12月

2日~2021年12月15日。
佛山市领域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佛山市领域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填埋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补办不动产权证公告

经初步审查，拟对下列不动产补办不动产权证，根据
《佛山市南海区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建构筑物补办
不动产权手续实施办法》的规定，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于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2021年12月30日前）将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下列联系地址。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将为其补办不动产权证。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邓岗甘
河路8号四楼办公4室

联系方式：刘小姐0757-85631016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
建构筑物不动产权补办评审委员会

2021年12月10日

序
号

1

权利人

李德锵

不动产坐落

佛山市南海区里
水镇岗联布新大

道12号

不动产
面积

3590.86
平方米

不动产
权利性质

自建房

不动产
用途

工业
展厅

同意受理补办不
动产权手续通知

书编号

（里水）
2021-0003

▲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 票 ， 代 码 ：
153002020031， 号 码 ：
00724524，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盈艾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健敏）遗失公章一枚，
印 章 编 码 ：
4406043105500， 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遗失车辆经营保证金
收据 10 张， 金额均为
2000 元 。 分 别 为 粤
Y1670 学，单号：0001139；
粤 Y2019 学 ， 单 号 ：
0000117； 粤 YZ4462，单
号 ：0013986； 粤 Y1700
学 ， 单 号 ：0016491； 粤
Y2093 学，单号：0000111；
粤 Y2325 学 ， 单 号 ：
0003781；粤 Y1819 学，单
号 ：0018751； 粤 Y2266
学， 单号：0005279；粤
Y1923 学 ， 单 号 ：
0005254； 粤 Y1912 学，
单号：0000101； 现声明
作废。

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是政

治大国、经济大国的重要象征。

从1994年立项到2000年

建成北斗一号系统，从2012年开

始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到2020年

服务全球……26年间，中国北斗

人始终秉承航天报国、科技强国

的使命情怀，探索出一条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

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从而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

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

通。它的建成开通，是国之大事

喜事，很多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当中，很多工程开创阶段时的科

研人员，早已白发苍苍，但他们在

建设北斗系统过程中孕育出来的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

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已

成为“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的血脉赓续，不断激励着新

时代北斗人继续前行。

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在我国筹建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之时，世界上已经建成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

起初，我们也想学习效仿其

他国家，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

了一些难题。国家安全利益高

于一切，所以，北斗系统必须自主

可控。

要想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

时间实现定位导航，就得保证用

户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至

少“看到”4颗定位导航卫星。

GPS全球系统就是由24颗工作

卫星组成的。

当时，我国底子薄，不可能

“一步建全球”。1983年，“863
计划”倡导者之一陈芳允院士，创

造性地提出“双星定位”构想。这

一方案，能以最小星座、最少投

入、最短周期实现“从无到有”。

后来，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

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进一步组织

研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决

定先建试验系统，然后再建区域

系统，最后建成全球系统。

1994年1月10日，国家批

准北斗一号立项。6年后，我国建

成北斗一号系统，正式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

太空本无路，但中国北斗人

硬是闯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

中国道路。

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北斗

二号工程建设。

中国北斗人仍然没有采取其

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单一轨

道星座构型，又一次独树一帜地

选择了混合星座的特色发展之

路，在国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轨

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

干、兼有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的混

合星座。

对于以服务亚太地区为主的

北斗二号来说，这种“混搭”组合

可以用最少卫星数量实现最好覆

盖效果，而使用的高轨卫星的抗

遮挡能力更强，尤其在低纬度地

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此外，混

合星座还可以提供多个频点的导

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

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

“混合星座是国际首创。”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说。

深邃夜空，斗转星移。

2007年4月14日，第一颗

北斗二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我

国正式进入到北斗二号区域布网

时代。至2012年10月25日，我

国在5年半的时间内先后将16
颗北斗二号卫星送入太空。

又两个月后的12月27日，

我国正式宣布：自今日起，北斗系

统在继续保留北斗卫星导航试验

系统（北斗一号）有源定位、双向

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基础上，

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供连续

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这

标志着我国北斗二号区域卫星导

航系统建成并开始正式提供区域

服务。

中国智慧的“独门绝技”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相

比，2020年7月31日正式建成

开通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确实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除

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

还能提供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

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

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

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是名副其实

的“多面手”。

特别是短报文服务，其他卫

星导航系统用户只能知道“我在

哪”，北斗用户不但自己知道“我

在哪”，还能告诉别人“我在哪”

“在干什么”，开创了通信导航一

体化的独特服务模式。

“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

况下，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成为

传递求救信息、拯救生命的最后

保险。”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

程副总设计师冉承其说。

如今，北斗三号将这一特色

服务的功能进行了大幅升级拓

展，其中，亚太区域通信能力可达

到每次 14000 比特（1000 汉

字），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

音和图片，区域短报文通信能力

一次提高近10倍，每次支持用户

数量从50万提高到1200万。此

外，全球短报文通信能力每次可

达到560比特（40个汉字）。

星间链路技术让卫星之间可

以互相通信，是北斗三号实现自

主导航的关键。这是因为，北斗

系统的运行，需要地面站对卫星

进行检测和信息注入，但有时卫

星并不在地面站可覆盖的上空，

而有了星间链路不仅实现了数十

颗北斗卫星相互间的通信和数据

传输，还能相互测距，自动“保持

队形”，对运动至境外的卫星进行

“一站式测控”。

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

可以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

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

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

化需求。

我国北斗系统的标准服务精

度在6米~10米之间，而更高精度

服务则需要北斗增强系统来助力

完成。目前，我国已建成北斗地

基增强“全国一张网”，可在全国

范围内提供实时米级、亚米级精

准定位服务。

2035年左右，我国将建成以

北斗系统为基础，更加泛在、更加

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

导航授时体系。杨长风说：“现在

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制定的北斗

‘三步走’方案更符合中国国情，

北斗的发展路线与星座方案设计

充满了中华民族实践智慧和务实

精神，为国际卫星导航技术体系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华社）

自主创新 追求卓越
——新时代北斗精神述评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五

届银行业客户服务中心与远程银

行“寻找好声音”业务技能竞赛

——智能服务机器人大赛落幕。

广发信用卡中心从39家银行的

48家客服中心及远程银行中脱

颖而出，语音类机器人获得竞赛

第2名，文本类机器人获第6名。

作为央企中国人寿集团旗下成员

单位，广发信用卡坚持党建引领，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业务发展初

心，从用户关心的信用卡服务层

面出发“为群众办实事”，开发了

智能语音机器人及文本机器人，

为客户提供人机对话服务及文本

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广发信用

卡智能语音机器人已服务上亿人

次，力求通过智能“好声音”打造

极致的客户体验。

据悉，广发卡智能语音机器

人主要应用于95508信用卡服

务热线，通过语音门户方式，向客

户提供呼入式人机对话服务。自

2018年6月至今服务人次过亿，

服务场景超150个，覆盖85%以

上的客户来电诉求。

当前，广发卡智能文本机器

人已应用于官方APP、官方微信、

第三方合作APP等9个核心渠

道，累计超60个服务入口，为客

户构建起“如影随形”的智能体

验，让贴心服务触手可达。

账单查询是用卡过程中的

必问场景，针对客户多样化账单

查询需求，广发卡智能文本机器

人在客户授权后可自动读取账

务信息，并直接展示账单日、还

款日、本期未还金额、可用额度

等重点信息，实现查询一步到

位。此外，还根据不同客群特性

提供针对性答案及指引。以欠

款构成为例：老年人在咨询欠款

账务问题时，可自动识别老年人

身份直接跳转人工服务，而针对

未全额还款群体的账务咨询，则

列出费用扣收规则关联信息。

围绕“用卡→消费→账单+额度

→还款+分期”等不同用卡节点

的客户，设计不同的关联场景，

旨在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解答

及指引。同时，基于多轮对话交

互技术，客户在账单查询语境中

无需重复同一要素即可获得多

个历史账单的查询结果，使得人

机对话更有温度。

据悉，广发卡智能文本机器

人自2020年7月全新升级以来，

已累计服务客户3千万人次。目

前，服务规模已突破10万/日。

（招卓臻）

推广

打造智能“好声音”，广发信用卡荣登银行业智能服务机器人大赛“榜眼”

12月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

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佛山市中心支局）主办，中

国银行佛山分行承办的“政银共

建促发展 金融赋能双循环——

跨境人民币政策暨汇率风险中性

管理宣讲会”在佛山顺利举行。

活动采取“现场+直播”形式，全市

百余家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现场会议，当天线上直播的点

击量达到了2万余次。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佛山人行通

过贯彻跨境人民币高水平贸易投

资便利化试点、落实“330号文”

便利新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推

进金融开放创新和优化跨境人民

币使用环境，为涉外主体增便利、

降成本、提效益，推动佛山跨境贸

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再上新台阶。

宣讲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跨境办专家从跨境人民币

政策框架、广东跨境人民币业务

的发展和跨境人民币政策新进展

等三个方面对跨境人民币政策进

行了全面解读。中国银行广东省

分行专家围绕跨境人民币政策、

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向参会企业详

细介绍中国银行综合服务方案，

并提出汇率保值策略建议，协助

企业更好地运用金融产品，为自

身经营发展提供动力。

据了解，佛山中行作为本次

活动的承办单位，近年来在监管

部门及上级行的正确指引下，积

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六稳”“六保”

策略，履行“融通世界 造福社会”

的使命担当，深耕本土，服务实

体，与企业共度时艰，致力提供更

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金融服

务。“未来，佛山中行将秉承‘百年

金融品牌’及外汇专业银行的服

务理念，持续提供国际化、综合化

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一如既往

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佛山中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企业负

责人纷纷向专家发问，并表示通

过本次政策宣讲会，更加全面、深

入了解了跨境人民币前沿政策，

加深了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为企

业提供了更好的政策和金融产品

指引，将有效促进本地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 （招卓臻）

政银共建促发展金融赋能双循环
“跨境人民币政策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宣讲会”在佛山举行

推广

■出席嘉宾合影。 ■宣讲会现场。

■2020年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