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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中法建交 60 周年招待会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招待会发表的视频致辞中强
调，面对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法应当秉持建交初心、
积极面向未来、敢于有所作为。

中法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阐明了60年前
中法建交的重大历史意义，总结了中法关系独特历史塑造
的“中法精神”，描绘了面向下一个6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光
明前景，为未来中法携手合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6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毛泽东
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打开中西方交往
合作的大门，为处于冷战中的世界带来希望。”习近平主席
在致辞中指出。1964年 1月 27日，中法宣布建交，短短 40
余字的建交联合公报冲破冷战坚冰，震撼整个世界。

“中法两国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塑造者。”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说，60年前冷战
正酣之际，中法握手掀起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建交
潮”，加速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了中法建交的重要性。”中
国法国工商会副会长、法国电力集团副总裁傅楷德说，法中
建交不仅突破了两极格局，也对促进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
和平稳定产生关键引领作用，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

“60 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
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

献。”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从飞机、卫星、核电站到葡萄酒、奶酪、化妆品，

中法合作既有“高精尖”，也能“接地气”；从互设文化
中心到互办文化年、语言年，中法人文交流为世界文明
互鉴作出表率；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到昆明—蒙
特利尔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中法
携手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法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信息技术经理弗朗索
瓦·马兰热说，法中两国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优质的法国
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中国制造”也走进了法国寻
常百姓家。近年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信息
技术行业朝气蓬勃，在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企业开发
的产品和系统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法
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10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发展
两国关系中，共同培育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
瞩、合作共赢的精神；1月25日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进
一步强调，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立自主、相互
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

法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克里斯托夫·勒穆瓦纳说，法中
从建交开始就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依靠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建立在两个文明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两国独立自主的精神基础上。法
国高度重视与中国建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为
当今充满混乱、分裂和对抗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莱娅·贝西说，习近平主席
强调的“中法精神”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独特性。“中法
精神”可被视为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国
家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典范。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王鲲说，
面对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法精神”具有重要指引意
义。两国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勇气，面向未来、积极
谋划，共同创造更加和平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

致辞中，习近平主席为中法携手合作指明方向：“要
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系，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
界的不确定性”“要以中法文化旅游年、巴黎奥运会为契
机，扩大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要坚持互利共赢，
在深化传统合作的同时，积极挖掘绿色产业、清洁能源
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坚持把蛋糕做大，以开放汇聚合
作力量、共享发展机遇”……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向招待会发表视频致辞。他表
示，今天我们有责任在 1964 年确立的宏伟目标基础上，
再接再厉，共同建设既满足两国人民需要，也有利于世
界和平稳定的伙伴关系。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应对
全球性挑战，推动解决国际危机。

中法各界人士表示，两国元首的视频致辞释放出和
平、合作、互利、友好的积极信号，回应了世界各国人
民的共同期盼。

“很高兴看到两国元首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合力应对全
球性挑战的高度重视。”傅楷德说，法中核能合作已开展超
过40年，企业间关系也已从最初的“师徒”走向合作伙伴，
相信两国在低碳能源领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招待会结束后，嘉宾们欣赏了法国作曲家古诺创作
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法等国艺术家为现场观众
献上一场美妙绝伦的法式歌剧盛宴。

“今晚，我们相聚在最能代表法中关系创造性和密切
性的场所之一——中国国家大剧院。这所汇聚法中建筑
艺术结晶的剧院由两国团队共同设计，既是我们合作的
标志，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说，1964 年，戴高乐将军曾提出建立“富有成果的两国
人民之间的关系”。“60年后的今天，戴高乐将军的话已
经成为现实。”

本场导演斯特法诺·波达表示，《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一部重要的法国歌剧作品，在法中建交60周年和2024
年法中文化旅游年的时间节点，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让艺
术交流跨越国界、触抵人心。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耿静说，世界正在
走出新冠疫情，现在是进一步加强交流的好机会。“文化
交流没有国界，我们和法国在文化领域此前就已有很多
合作，未来要把合作继续按计划推进下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非常重要。”现场聆
听习近平主席视频致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
说，“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 《悭吝人》
和其他几部法国话剧。中法两国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国家，我们有责任将这些艺术精品一代代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记者温馨、马卓言、袁
帅、唐霁、乔本孝）

秉持建交初心 积极面向未来 敢于有所作为
——习近平主席向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视频致辞为两国关系未来指明方向

1月26日清晨5时34分，G6701
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这是
2024 年春运北京地区开行的首趟高
铁列车。

走进北京西站，场地干净整洁，
旅客流动有序，大厅里挂起了大红灯
笼等装饰，年味浓浓。北广场地下二
层，新春大集正热闹，十余个老字号
品牌现场售卖糕点、肉类食品、饮品
等年货，方便过往旅客购买。站内还
设立“天坛古乐”展示区，乐队现场演
奏经典曲目，吸引不少拉着行李箱的
旅客驻足欣赏、录像留念。

“我们是河北廊坊人，准备去河
南洛阳旅游，正好赶上春运第一
天，很开心。”在候车大厅，乘客苏
女士一家三口正在候车。她表示，春
运首日，车站里并没有非常拥挤，进
站口、安检通道等点位都能看到不少
工作人员，只要旅客有需要就会立即
上前帮忙，服务非常贴心。

张先生乘坐的是开往河北涉县
的 K5207 次列车，这也是春运首日
北京地区始发的首趟普速列车。“乘

车体验特别好，列车上布置了节日
装饰，还提供充电宝等服务，让我
还没到家就已经感受到年味和温
暖。”张先生说。

春运首日，北京西站还举办了
“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邀
请书法家们现场写“福”字，将祝福送
到旅客手中。在展台旁边，大学生小
谢举着刚收到的“福”字说：“很开心
遇上这么有新意的活动，不仅营造了
喜庆的节日氛围，也让我们感觉很温
馨。”他将带上这份“新鲜出炉”的祝
福，踏上返回家乡四川绵阳的旅途。

“春运第一天，北京西站预计发
送旅客 14.3 万人。”北京西站新闻发
言人、副站长李超介绍，2024年春运，
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 492 万人，高
峰日为 2 月 7 日（腊月廿八），预计发
送旅客 22 万人。旅客出行目的地主
要集中在郑州、西安、武汉、长沙等热
门城市以及广深、成渝、昆明、南宁等
方向。

在旅途中，吃得可口非常重要。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田春林介绍，春运期间他们推出
京酱肉丝、焦熘丸子、红扒牛肉、酱爆
鸭片等热链套餐，套餐里还有驴打
滚、艾窝窝等北京特色小吃。为了确
保食物新鲜美味，厨师们每天凌晨 4
点就开始准备当日的热链餐食。冷

链餐食方面，他们研发了小土豆雪菜
鸡丁拌饭、卜辣椒炒肉拌饭和川香排
骨套餐 3种不同价位的新品，冷链餐
食共有13个品种，旅客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和需求进行选择。

春运购票，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在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大屏幕上显
示着实时售票情况，当日已售车票数
量不断上涨。工作人员日夜值守，确
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票务交易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今年，铁路 12306 推
出了购票需求预填、起售时间提醒、
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专区等新
功能，优化升级了候补购票功能，延
长了候补兑现时间。铁路12306科创
中心副主任单杏花介绍，铁路部门每
天根据客流预测、列车余票和车票候
补等情况，做好运力梯次投放，并及
时为购票紧张的方向增开列车，尽最
大可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春运首日，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1060 万人次。2024 年
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8 亿人次，日均 1200 万人次，比
2023年春运增长37.9%。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春运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首
个常态化春运，预计铁路客流将出现
探亲流、学生流、务工流、旅游流叠

加，呈现总体高位运行和节前相对平
稳、节后相对集中的特点。国铁集团
统筹客货运输，科学合理安排运力，
推出 8项便民利民服务保障举措，努
力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
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的目标。

情 暖 旅 途 带 福 回 家
——春运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叶 子

情 暖 旅 途 带 福 回 家
——春运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叶 子

◀ 1 月 26
日，北京地区开
行的首趟 G6701
次列车内，旅客
和乘务人员合影
留念。

陈思阳摄
（人民图片）

▼ 1 月 26
日，北京西站进
站大厅内，工作
人员为往来旅客
送上“福”字，温
暖旅客回家路。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记者蒋
建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
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 与
国内外多家单位合作，建立了迄今
为止最短的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径。

紫 杉醇是植物抗癌天然产物药
物。天然紫杉醇产量稀缺且来源单
一，而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径复 杂 ，
半个世纪以来未被完全解析。

该 研 究 综 合 利 用 基 因 组 学 、

代 谢 组 学 、 生 物 化 学 等 技 术 手
段，对多个紫杉醇生物合成关键
候选基因进行筛选，成功发现了
紫杉烷氧杂环丁烷合酶和紫杉烷碳
9 位氧化酶，并进一步解析了植物
中氧杂环丁烷结构形成的催化机
制。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成功生
成了紫杉醇工业化生产前体巴卡亭
Ш。该研究标志着中国在紫杉醇
合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上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中国紫杉醇生物合成研究世界领先中国紫杉醇生物合成研究世界领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姜

琳、彭美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随着“技能
中国行动”深入实施，各地聚焦重点
领域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全国共开展
补贴性职业培训超过1800万人次。

2023年，人社部门累计遴选3.3
万余家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全年超
过1200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聚焦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数字技能领域职业，
支持建设 115 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和139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我国技能人才工作不断加强，
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
王晓君介绍，“新八级工”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推行以来，已累计评聘特
级技师、首席技师3000多人，为提
升技能人才薪酬待遇、畅通技能人
才发展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全国职业培训超1800万人次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
得远。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
守正创新”。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
思想为指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巩固文化主体
性，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2023年 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
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
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充分的理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

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
幕历史悲剧。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
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
我们自信的底气。

吸吮着五千多年文化养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时代中华文化蔚为大
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穿上“马面裙”，点亮竹制台灯，买点中华老字
号产品……曾经与时尚不搭边的传统文化元素，如
今正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国风新潮流。

《长安三万里》《长津湖》等影片深受观众喜爱；
《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中
华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中国人民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依托坚定的文化自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焕发
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
神、丝路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融会
贯通、生机勃勃，深厚悠久的中华文明展现出强大
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中华文明奔涌向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以坚
定的文化自信为基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展现恢弘气象，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在新时代巍然耸立。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023年 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
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置身时间长河，感悟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我们才能深刻理
解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高悬在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额，记录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烛照古今的思想光华。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望着这块匾额，久久凝思：
“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
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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