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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要 闻

新华社巴黎 3 月 24 日电(记者应强、唐霁、徐永春)中国
和法国，作为东西方两个古老而独特文明的代表，长久以来
相互吸引、相互关注、相互理解，双方友谊源远流长。

百年前，一批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兰西留下光辉足迹，包括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周恩
来、邓小平等。法国文学和艺术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

《道德经》《论语》等著作中蕴含的东方哲学思想也被很多法国
人所熟识。

55 年前，在东西方冷战正酣的大背景下，中法领导人高

瞻远瞩，作出两国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在中法之间、在中
国同西方世界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从此，中法
关系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

5 年前，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里昂，习近
平主席参观了见证中法教育交流的中法大学旧址和代表法国
现代化医药科技发展水平的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在巴黎，习
近平主席出席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
宽广的历史视野概括了中法关系的四点精神，并就中法关系

未来发展提出“五个坚持”。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习近平
主席此访开启了法中关系新时代。

5年来，中法合作在各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中法领导人在多
个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会面，体现了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务实合作方面，中法在许多重大项目上进行合作，例如台
山核电站、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中法海洋卫星、空客天津
A330 完成和交付中心等。两国政府已就依托中法第三方市场
合作机制开展“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合作达成共识。

两国地方交流空前活跃，友好省区市超过 100对。2018年，中
国来法旅游人数创下 230 万人次的历史新高。中国留法学生到
2020 年有望达到 5万人，届时将成为法国第一大外国留学生群体。
法国在华留学生也达到 1万多人，10万多法国学生在学习中文。

在文化体育方面，中法交流合作硕果累累。此外，两国在
农食、医疗卫生、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银发经
济”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也不断释放。

5 年来，中法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成
为国际合作的典范。

2015 年，中法携手推动达成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此后，中法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受到广泛赞誉。2018 年
“中法环境年”启动，两国元首互致贺电。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
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双方以“中法+联合国”模式成功举办
气候变化问题三方会议，有效提振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的信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法国国际问题和
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戈塞(中文名高大伟)认为，通过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选择了与当前在西方不断抬头的民粹
主义、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相反的立场。

中法建交 55 年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
赢，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法关系定位
从全面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共同开创紧密持
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始终走在中西方关系前列。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法中两国应致力于寻求东西方
之间以及中国、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平衡。欧亚需要加强对话。
法中两国应为全球治理、解决争端提出解决方案，让合作成为
21世纪的关键词。

展望未来，中法将以建交 55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紧密
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互利共赢 敢为人先

中 法 关 系 行 稳 致 远

（上接 1 版）稳定粮食生产重在提高生产能力。政府工作报
告对此已确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新增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
以上；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加强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推进农业全
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
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举措频出：
——— 中央财政安排 8 亿元病虫防治资金，拟安排 180 亿元

资金补贴农机购置。
———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扩大东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大豆

种植面积，力争比上年增加 500 万亩。
——— 黑龙江开工 14 处灌区田间配套工程，在 15 个县(市、

场)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试点。
——— 湖北新增“虾稻共作”“稻渔种养”等高效种养模式 60

万亩，高效菜园、精品果园、生态茶园等约 100 万亩。
“老乡们对国家政策充满期待。近年来河南推广优质麦，一

斤小麦能多卖一两毛钱。我们打算多种优质麦，和面粉企业合
作，搞订单生产。”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汤阴县向阳庄村党支部
书记葛树芹说。

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绿水青山是农村的宝
贵资源和独特优势。但在很多村庄，环境问题、卫生问题仍是影

响农民群众幸福感的一块短板。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农村厕所改造一定要因地制宜。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正在各地快马加鞭进行。今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 70
亿元资金支持农村厕所革命，并且将实施农村垃圾和污水问
题专项治理行动。

“现在村里 70% 的村民家中有水冲厕所，大家反映既方
便污染又少。今年我们打算把全村村民家的厕所都改造完。”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南渠村党总支
书记张继新说。

在农村生活更绿色的同时，农业生产、乡村绿化也在遵循
绿色发展理念稳步前进———

农业农村部门今年实施畜禽粪污整县治理项目，大型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计划达到 100%；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保持在 3000 万亩以上；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
试点扩大到 175 个县；在 100 个县开展农膜回收示范行动。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河田镇的芦竹村，近 2 万只河田鸡
正在山林里散步。养殖大户蓝秀说：“河田鸡要散步、吃草，还
怕太阳晒，住在树林里最合适。”

但在过去，河田镇四面荒山，大多数河田鸡只能散养在家
家户户的院子里。随着当地不断治理水土流失，越来越多的家
禽家畜从农家后院、简易棚圈搬进树林。全县的林下养殖面积

和产值不断扩大。
蓝秀算了笔账：养在院子里的河田鸡，一只售价 100 元上

下；在林子里长大的河田鸡，由于肉质紧实多汁，售价高达
200 元至 300 元。蓝秀和村民们的生产实践，生动践行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今年，在国家层面，生态保护和建设将重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
治理，继续开展退耕还林还草还湿。

加快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让孩子就近上个好学校，找一个好的医院看病，就地就
业、不外出打工，村里面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话，道
出了农民群众的共同梦想，“下一步，我们要以支部带头谋划、
党员带头致富、大家一块加油干，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梦想。”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指明方向。从抓好特色产业重任，到吸引各
方人才投入乡村，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到传
承乡风、夯实乡村治理根基，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

——— 今明两年将解决好饮水困难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提高 6000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2019 年新建改建农村

公路 20 万公里。
——— 推广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成果。
——— 湖南省出台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明确对符合条

件的海内外农业科技领军人才，根据服务期给予每人 50 万元
至 100 万元一次性补助。

——— 辽宁省重点向基层倾斜财力，加大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力度，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乡村治理得好不好，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感和农村社会稳
定。基层党建抓得牢不牢，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基层干部
只有走村入户，才能第一时间掌握民情民意，抓好工作落实。

在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羊里镇，126 名镇机关干部将被
分到 53 个村包村负责。羊里镇计划年底开展“民情大比武”，
全体包村干部都要上台介绍村级基本情况。“我们要进一步改
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效能，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镇党委书记胥会先说。

韩长赋介绍，下一步，将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
保障，建立实绩考核制度。完善优先发展顶层设计，做到干部
配备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优先保障、公共
服务优先安排，解决乡村振兴的“人、地、钱”瓶颈制约。

东风起，万物勃发。农民们正以辛勤的汗水和饱满的信
心，孕育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新华社罗马 3 月 24 日电
(记者叶心可、李洁)国家主席
习近平 21 日至 24 日对意大利
进行国事访问，意主流媒体纷
纷予以报道，意各界人士发表
谈话，均对此次访问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此访掀开了两国关
系新篇章。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分
别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总
理孔特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
意，进一步推动中意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和
孔特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
中意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
双边合作文件。

意大利《新闻报》对习主席
访意进行了报道，并就意中双
方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刊文说，习主席表示两国要以
此为契机，加强“一带一路”倡
议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
“投资意大利计划”对接，推进
各领域互利合作。文章说，通过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未
来将有大量商品从东方来，也
会有大量商品运往东方。

意大利《 24 小时太阳报》
报道说，习主席访问期间，意中
双方在基建、能源、贸易等领域
达成多项协议。报道还援引总
统马塔雷拉的话说，此次历史
性访问对于促进意中各领域合
作十分重要，而增进与中国的
联系符合整个欧洲利益。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杰拉奇认为，中国市场和来自中
国的投资对意大利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带来的新增
就业等更将惠及意大利。谈起港
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他表示，在
意中双方的合作下，意大利港口
现有运营规模有望扩大。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副主席
露西娅·马蒂奥利表示，习主席的
访问很重要，给业界带来新商机，
推动意中关系进入新时代。

意大利 LUMSA 大学国
际关系教授马泰奥·布雷桑认
为，习主席的访问体现出中国

对意大利的重视，意中双方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及其他多项协议，都是加强两国在众多
领域关系的重要一步。他表示，意大利的港口优势能助力“一
带一路”建设，加强两国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

意大利《信使报》对意中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也进行了报道。报道说，这个谅解备忘录
汇集了一系列在运输领域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商业合作，为双
方在创新领域投资合作奠定了基础。文章还详细列举了此次签
约的港口、航空运输、空间技术等重点领域合作意向。

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亚洲中心联席主任阿莱西
娅·阿米吉尼表示，习主席此次访问及两国签署政府间关于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不仅对意大利非常重
要，对欧洲也很有意义，“以后我们再回头看，会发现这次访问
开启了欧中关系的全新时代”。

意大利历史学家恩里科·法尔代拉表示，意大利自古就
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习主席这次访问强化了两国
间的传统友谊，并让两国在文化交流上开启新篇章。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
法比奥·马西莫·帕伦蒂认为，近年来意中双边贸易量持续
攀升，商机越来越多，各界都期待两国继续加强经济合作。
“我们想做得更多更好，因为这不仅是经济合作，同时也在
拉紧两国文化纽带，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帕伦蒂对两国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持
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他还认
为，习主席此访促进了两国人文交流，让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历
史、文化、思想等有更深入了解。 (参与记者：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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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 3 月 23 日电(记者
杨一苗、任珂)23 日，雕塑《百年丰碑》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揭幕。这座为纪
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周年而铸就
的青铜雕塑，不久将放置于曾留下中
国革命先辈足迹的法国城市蒙塔日。

中国美术馆馆长、法兰西艺术院
通讯院士吴为山是这座雕塑的创作
者，他在 23 日参加雕塑揭幕式期间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他说：“这座
雕塑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所付
出的努力，我也希望能以这座雕塑铸
就中法友谊长存之魂。”

从 1919年开始，大批中国青年赴法
国勤工俭学。他们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
平、陈毅、蔡和森等中国革命先驱和新中
国缔造者，也埋下了中法友好的种子。

雕塑《百年丰碑》以勤工俭学的
“工”字为基本造型，正面以群像方式呈
现十多位留法勤工俭学代表人物形象，
背面以法文镌刻“勤工俭学 100周年”
等字样。

在作品创作之初，吴为山来到见
证了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一批无产阶
级革命家最初“碰撞”的法国小城蒙塔
日。在这里，仍留存有当年中国进步青
年学生曾上学、居住、工作过的旧址旧
居十余处，当地还有一座中国旅法勤
工俭学主题纪念馆，展出当年留下的
实物及图文资料。

吴为山说：“雕塑所呈现的是周恩
来、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年轻时的样子，
这是一群胸怀理想、生机勃勃、立志‘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年轻人的形象。”

在《百年丰碑》人物群像的背后，一
块块石头垒起了丰碑的意象。吴为山说，
雕塑中人物的“动态”与丰碑的凝重形成
对比，希望观者从这一意象中将那段
历史“活化”到今天的现实中来。

“从历史中映照出今天与未来”一
直是吴为山雕塑创作的主题，他长期致
力于通过经典作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推动当代中国艺
术在全世界的传播。“过去的 100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震撼人心
的 100 年。”吴为山说，“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到了世界前列，
把这作为起点审视今天中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未来还会
有更多的故事及艺术形象值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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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法国巴黎图书沙龙的中国展区，一名女孩体验中国书法。 新华社记者杨一苗摄

习主席此次访问

及两国签署政府间关

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

录不仅对意大利非常

重要 ，对欧洲也很有

意义，“以后我们再回

头看 ，会发现这次访

问开启了欧中关系的

全新时代”

据新华社巴黎 3 月 24 日电(记者陈晨)“从我第一次接触
汉语到如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从好奇到认知再到了
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深地吸引了我，并改变了我的一
生。”法国首任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汉语教学协会会
长白乐桑回忆自己学习汉语的经历时如是说。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能说一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法国
汉语语言学家和汉语教育学家。1950 年出生的白乐桑，1969
年进入巴黎第八大学攻读汉语。毕业前，恰逢中法恢复文化交
流，1973 年白乐桑赴华留学，成为首批前往中国的法国留学
生之一。“当时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也改变了我
的一生。”他自豪地说。

1975 年，白乐桑学成回国，此后 40 余年里一直致力于汉
语推广、研究与教学工作，个人生涯与中法文化交流紧密相
连。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他担任首任汉语总督学。

白乐桑说，近 20 年，法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例如在

中等教育阶段，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汉语教学也
越来越规范。很多学生家长认为，掌握汉语将在子女未来就
业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白乐桑指出，如今汉语在法国的应用愈加广泛。“比如
在卢浮宫、戴高乐机场、巴黎一些火车站，标记提示语通常
使用三大语言，第一是法语，第二是英语，第三就是中文。这
是我以前学习汉语时没有想到的事。”

10 多年来，法国政府陆续在 10 个学区的 46 所中小学
开设了中文国际班，这个数量在法国中小学开设的 17种语
言的国际班中位居第三。据统计，2018 年，有 10 万多法国
学生学习中文。

白乐桑说，法国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开办中文系的西方
国家，教育部也有明确的政策和措施支持汉语教学。“例如
法国任命了专职的汉语总督学，这对法国教育体制而言是
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与汉语结缘改变了我的一生”
访法国首任汉语总督学白乐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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