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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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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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2024年春运启动。2024年春运从1月26日开始，至3月5日结束，为
期40天。图为旅客在深圳北站排队检票乘车。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26日，2024年春运，开启！
40天里，90亿人次出行，其中72亿

人次自驾出行，都将创历史新高！开着新
能源汽车回家，也成了春运的新符号！

自 1954 年“春运”一词通过媒体进
入社会大众视野，这场“全球最大规模人
口迁徙”已经走过70年。

90亿人次，如果放在70年前，别说
能不能“运”走这么多人，光运输方式就
没得选：坐上绿皮车是首选，有的地方连
路都难通。

如今，“海陆空”任君选：
天上飞的——除了以往服务春运的

航班外，今年4架C919迎来春运首秀；
地上跑的——时速300公里以上的

“子弹头”成为铁路春运的主力军；开车
回家成为今年春运最主要的出行方式；

水里游的——琼州海峡、长江干线
等重点水域航线的船舶已整装待发，我
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春
节航次的船票已售罄。

谈到春运，不少人记忆中会浮现带
着大包小包的“摩托大军”。但近几年，

“摩托大军”的身影却越来越少了。
今年要从广州回到贵阳老家的老韩

道出了缘由：“以前骑摩托车，为的是省
钱。现在收入高了，票比以前好买了，坐火
车更舒服，有的老乡干脆自己开车回家。”

“摩托大军”少了，“私家车大军”多
了。今年72亿人次的自驾出行，足足是
去年同期的2倍。

人多了，车多了，目的地也多了。
过去，春运的方向只有一个——回

家。如今，去“尔滨”赏雪，去三亚看海，在腾
冲泡温泉，在长沙逛夜市……人们开始实

现“诗与远方”与“天伦之乐”的有机结合。
人多了，车多了，需求也多了。
微信小程序“e路畅通”上线，路况资

讯、道路救援、服务区信息等一键了解；手
机扫码即可“召唤”移动充电机器人进行
充电，“人找充电桩”变成了“充电桩找
人”；天冷，新能源车续航是个问题，多个
高速服务区不断增设充电桩……从“走得
了”到“走得好”，春运考验的不仅是“硬实
力”，也检验着“软服务”。把服务做得更优
一些，回家的道路才能更舒心一点。

再来看看回家的“主角”。最新数据
预测，全国铁路春运首日预计发送旅客
量1060万人次。放在过去，大包小包、肩
扛手提让回家成了“囧途”。2010年，一张

“春运母亲”的照片，触动无数游子的心。
现今，人潮虽拥挤，但并不失序。一

个大号的拉杆箱、几盒包装精美的特产，
让大多数人“轻装”返乡。网购、物流的发
达，让一些游子能够将“心意”提前寄回
老家。

人多了，车多了，基础设施的保障力
更强了。

举个例子，1988 年之前，我国没有
一条完整的高速公路；如今，综合交通网
络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里，其中公路通
车里程超过535万公里。

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
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
日趋完善的交通网络，拉近的是回家的路
途，彰显的是大国制造的底气与实力。

70 年春运，恰似一列时光列车，一
代代中国人乘坐在上面，“运”育了最丰
富的情感记忆，也见证着中国经济社会
的巨大变迁。（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大幕开启！春运走过70年
叶昊鸣 樊曦 王聿昊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
迁户口、开户籍证明、新生儿落户、办

身份证……一段时期以来，一句“要回户籍
地办”，让不少出门在外的人“来回跑”“多
头跑”，没少折腾。

最新消息，全国范围已实现首次申领
居民身份证、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及户口
迁移和开具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2023
年，共“跨省通办”户口迁移业务173万余
笔、户籍类证明业务74万余笔、新生儿入
户业务3万余笔、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80
余万张、临时居民身份证48万余张。

让一纸“证明”不再难的背后，是公安
部门推行高频户政业务“跨省通办”，实现
人在哪里，就在哪办。

测算表明，这些户政业务“跨省通办”，
一年下来为群众节约往返交通、食宿等各
项费用约30多亿元。

不止户政业务跨省通办，推动医保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国范围内社保卡
将实现“一卡通”……近年来，人们看到“一
网通办”“跨省通办”“一窗通办”越来越多，
各项政务服务更加便捷。

小事不小觑，当作大事办。截至 2023
年11月底，公安部已审核发布各地上报的
业务办理项5.89万个，其中，超过一半业务

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近四成业务办理实
现了全程网办。

足不出户，指端办理。打开“公安一网
通办”移动端，你可以查询同名人数，开具
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民航临时乘机证明、
电子驾驶证……公安部还鼓励各地依托部
平台创新推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网站
备案查询等52项便民应用。

治“疑难杂症”，接“烫手山芋”。一些地
方公安机关还在户政、出入境、车管所等政
务服务大厅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
办“办不成事”，让企业、群众办事不白跑、
不多跑。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
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实现办事方式多
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
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激发
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从“只进一扇门”到“一次不用跑”，从
“一窗通办”到“一网通办”……更多政务部
门打破部门和区域壁垒，为了方便群众下
真功夫、细功夫，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
事办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告别“多地跑”！

我国“跨省通办”户口迁移173万余笔
新华社记者 熊丰

(上接1版)
市委书记严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华学健，市

领导王永红、毛学雄等参加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迎春主持。

审议中，代表们表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
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是一个高举伟大旗帜、践行法治精神、
顺应人民期盼、展现人大担当的好报告，完全赞同
报告。

周农说，过去一年，在邵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以高效能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各项工作亮点纷呈、成效明显。下一步，希望邵阳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续用党的
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
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守正创新、上
下联动，不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邵阳实践，着
力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为现代化新邵阳建设贡
献人大力量。

严华说，去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常
委会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依法履职，扎实有效推
进各项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邵阳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大
工作的领导，积极支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
职，努力打造更多具有邵阳辨识度的人大工作品
牌，奋力推动邵阳人大事业再上新台阶。

华学健说，省人大常委会锚定“三高四新”美好
蓝图，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在新征程上交
出了一份厚实的工作新答卷。将全面履职尽责，主
动接受人大监督，把依法行政各项要求贯穿政府工
作各方面各环节，全力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用心用情提高为民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为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贡献力量。

周迎春说，省人大常委会紧扣人大职责使命，
聚焦改革发展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要认真落实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以新思想引领人大工作新实
践，以新担当助力经济社会新发展，以新作为回应
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新标准开创“四个机关”建设新
局面，推动邵阳人大工作见到新气象。

赵为济、孙小武、谢晖、周绪杰、刘诚、欧阳佑
春、邓琳莉、罗长林、范锡清、朱俞蓁、肖调海等代表
积极发言，结合各自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