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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
成欣、袁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
请，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4 月 5 日至
7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4 月 6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
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坚持
稳定、互惠、开拓、向上的中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大方向，为中欧关系
带来新气象，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全球性挑战作出新贡献。7 日，双方
发表了中法联合声明。
　　多名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法元首北京
会谈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会谈达成
的各项重要共识为中法关系发展把
稳大方向，释放出两国密切各领域
合作、携手应对全球危机的积极
信号。

  双边层面：伙伴关系稳健

　合作成果丰硕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积极评
价中法关系保持积极稳健发展势
头，强调指出，稳定性是中法关系的
突出特征和宝贵财富，值得双方精
心呵护。马克龙总统表示，明年法中
将共同庆祝建交 60 周年。60 年
来，法中关系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
他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法中关系
的积极评价以及就发展双边关系提
出的重要建议。
　　马克龙总统是习近平主席在今
年全国两会后接待的首位欧洲国家
元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冯仲平说，此访是马克龙作为
法国总统的第三次访华，当前形势
下，两国领导人进行友好深入的会
谈，对中法、中欧关系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长期以来，中法关系超越意识
形态、制度体制和文化差异，成功走
出一条合作共赢之路，有力促进了
两国各自发展，也为世界的繁荣稳
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
玲表示，中法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原则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新成
果。她注意到，此次签署的合作文件
内容不仅涉及航空、民用核能、农业
食品等传统领域，还拓展至绿色发
展、科技创新等新领域。
　　人文交流也是这次马克龙总统
访华的亮点之一。2024 年是中法
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双方将以两国人员往来全面重启为

契机，推动文化、教育、语言、出版、影视、旅游、地方、青年等各
领域交流，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为契机，深化体育合作。
　　金玲表示，相信此次中法高层互动将有力带动两国各层
级、各领域人员往来，持续推进中法两国民心相知相通，进一
步筑牢中法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民意基础。

地区层面：推动中欧合作 聚焦积极议程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金
玲表示，法国是欧盟重要成员国，马克龙总统此访不仅事关中
法关系发展，也将有助于促进中欧关系。作为全球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关系关乎双方福祉，关乎全球稳定
和繁荣。中欧双方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多
于分歧。相信中法关系发展也将对中欧关系发展起到积极引
领作用。
　　 5 日至 7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马克龙总统同期
到访中国。6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冯德莱恩举行了中
法欧三方会晤。
　　金玲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期访华是一次特殊的安排，
也展现了中方尊重欧方“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战略诉求，是对
欧洲一体化和追求战略自主的明确支持。

全球层面：密切沟通协作　携手应对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同马克龙总统会谈时强调，中方愿继续本
着开放态度，同法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
多边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
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等全球性挑战。马克龙总统表示，
法方赞赏中方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为解决国际地区热
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期待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努力实现世
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冯仲平认为，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全球性挑战日益增
多，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都是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双方加强国际合作，反对阵营对抗，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对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马克龙总统赞赏
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法方主张
重启政治谈判，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实现欧洲持久和平，希
望同中方加强沟通，为和平做出共同努力。
　　在 6 日举行的中法欧三方会晤期间，冯德莱恩和马克龙
表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欧方赞赏中方为推动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期待中方发挥更加重要作用，愿
同中方合作，找到劝和促谈的办法。
　　冯仲平说，尽管在乌克兰问题上看法不尽相同，但和平解
决乌克兰危机、止战促和，是中法、中欧之间的共识。
　　在 7 日发表的中法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支持一切在
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恢复乌克兰和平的
努力”。
　　“中法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将为欧盟提供重要思
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欧洲中心主任孙海
潮说，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共同擘画两国关系未来，在国
际热点问题和全球治理等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广
泛共识，对双边关系和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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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董瑞
丰、彭韵佳）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持续
推进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积极与世界卫生
组织沟通合作，成功在武汉完成了溯源第
一阶段联合研究，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
与研究的国际国内专家和世卫组织的充分
认可。
　　近期，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轻率
否定当时的结果。针对我国新冠数据发布
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立即分享了相关数据、
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能否明确新冠病毒起
源等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 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邀请权威专家回应上述关切。

新冠数据发布：中国没有任何隐瞒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
任沈洪兵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第一阶段
联合研究过程中，我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
了当时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
瞒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
　　沈洪兵表示，疫情发生后，中国在溯源
这个科学问题上一直秉持科学态度，积极
与世卫组织沟通合作，为响应第 73 届世
界卫生大会决议，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
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
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共同
开展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
布研究结果”的原则下，成功在武汉完成了
溯源第一阶段联合研究。
　　“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随意
发表观点，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完全是违
背科学精神的，是对世界各国参与前期溯
源工作的科学家的粗鲁冒犯和不恭，是将
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表现，是中国科学
界无法容忍的，也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
接受的。”沈洪兵说。

数据分享：陆续开展了系列研究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一篇关于华南海鲜市
场早期研究数据的论文，受到国际关注。
　　沈洪兵表示，溯源第一阶段联合研究
提出了后阶段的相关建议，中国疾控中心
的科学家根据建议开展了系列后续研究，
但研究需要一个过程，不存在有意要推迟
或者延迟释放数据。
　　据介绍，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发布
以后，中国科学家进一步开展了大量的新
冠病毒溯源相关工作，比如对武汉 2019
年下半年献血者的新冠病毒抗体血清学调
查显示没有新冠感染，对中国境内 17000
多只蝙蝠的病毒谱研究没有发现新冠及其
相关冠状病毒序列，有关研究成果已经及
时公开发表。
　　沈洪兵表示，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已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上，中国
并没有停下新冠病毒溯源的脚步，仍然统

筹资源继续在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
动物与环境乃至实验室检查等方向开展
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相关进展和
结论，也已经由中方科学家通过与世卫
组织和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
组（SAGO）报告交流或发表文章等方
式，与国际科学界进行了分享。众多研究
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
结果。

病毒溯源：向科学事实要答案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
联合研究中方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童贻刚表示，目前
还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能够明确新冠病毒
真正的起源。
　　最新论文中公布的华南海鲜市场内

环境样本中 DNA 条码数据，并不能对新
冠病毒溯源提供新线索。童贻刚表示，分析
结果发现，这些样品宿主信息中最多的还
是人的信息，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的
病毒很可能来源于早期病人。这也进一步
证实了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团队在第一阶
段所做出的结论。
　　中国科学家呼吁，应该向科学事实要
答案，而不应该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新冠病毒溯源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然
需要全球科学界共同的努力。”中国—世界
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
家、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周蕾表示，希望世
卫组织真正能把全球溯源工作组织起来，
秉承科学、严谨、公正的态度，让新冠病毒
溯源未来真正能够得到一个让大家信服的
答案。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
任沈洪兵在 4 月 8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第一阶段联
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
当时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
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
　　沈洪兵表示，作为开放大国，在疫情发
生后，中国在溯源这个科学问题上一直秉
持科学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
作，为响应第 73 届世卫大会决议，率先主
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华
合作开展溯源联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
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
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果”的原则下，成
功在武汉完成了溯源第一阶段联合研究，
形成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

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
专家和世卫组织充分认可。
　　沈洪兵表示，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
员和专家随意发表观点，轻率否定当时
的结果，完全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是对世
界各国参与前期溯源工作的科学家的粗
鲁冒犯和不恭，是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
化的表现，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的，也
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接受的。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
联合研究中方专家、中国疾控中心研究
员周蕾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第
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已经得到了结
论，当时在武汉的联合专家组分成了流
行病学组、动物溯源组、分子溯源组，并
从这些方面分别开展研究工作，因此当

时得到的综合研判的结论科学可信。
　　周蕾介绍，这个结论充分展示在当时
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报告
从人的方面、动物的方面、跨种属传播、实
验室等角度，进行评估并得出：人畜共患病
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
能”，通过冷链引入是“可能”，通过实验室
引入是“极不可能”。
　　周蕾表示，在结束了武汉的第一阶段
联合溯源研究后，我们并没有停下研究脚
步，继续按照当时在武汉制定的下一阶段
工作方案和建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种种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在武汉第一阶段
的研究结论。  （记者董瑞丰、彭韵佳）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及时分享溯源进展
国 新 办 发 布 会 权 威 回 应 我 国 新 冠 病 毒 溯 源 研 究 情 况

中 国 在 新 冠 病 毒 溯 源 第 一 阶 段
联 合 研 究 中 没 有 任 何 隐 瞒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深圳原创舞剧《咏
春》4 月 7 日至 9 日在京
上演，这是国家大剧院

“泱泱国风·舞动经典”系
列演出的开幕大戏。
　　这部舞剧由中共深
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
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
排演出。中国舞蹈家协
会主席冯双白担任编
剧，韩真、周莉亚执导。
舞剧将“咏春拳”和“香
云纱”两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的元素融入舞蹈，
用当代舞蹈语言活化传
统武术，彰显岭南文化
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新
时代深圳的精神风貌和
时代气质。
　　主创团队介绍，舞
剧《咏春》以一个深圳剧
组拍摄电影《咏春》为
引，将“戏外”的《咏春》
剧组与“戏内”赴香港打
拼的“叶师父”两条线索
在剧中并行展现，两个
故事承载的“拼搏精神”
在不同时空中同频共
振、温暖人心。
　　“双线叙事的结构，
两个时代的故事与人，
在剧中彼此呼应和共
振，这个故事因‘英雄’
而来，由‘追光者’而展
开，最终落在‘理想’，这
与深圳的城市精神一脉
相承。”冯双白说。
　　专家表示，舞剧《咏春》将非遗文化
与岭南民俗风情对接，融合多种武术和
舞蹈语汇，这样突破性的表现方式“将为
大湾区的文化融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据介绍，舞剧《咏春》2022 年底在深
圳首演，2023 年 3 月启动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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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张鑫、
段欣轶）中国海警局近年积极推行“科技
+”“网络+”执法模式，全面强化打击整治

力度，初步建立起陆岸巡查、海上巡航、空
中巡视的海上执法立体监管模式，海上走
私、偷渡、贩毒、盗采海砂、非法捕捞等海

上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陆岸巡查、海上巡航、空中巡 视
的 海 上 执 法 立 体 监 管 模 式 是 指 派 出
人员、车辆对重点码头、港口、岸线、
海岛进行陆岸巡查；派出舰艇对海上
重要航道、重点海域进行海上巡航；
派出无人机、直升机等空中力量，采
取定线巡航、区域巡查等方式进行空
中巡视。
　　据介绍，陆海统筹、立体防控 的
监 管 模 式 ，使 中 国 海 警 海 上 执 法 能
力 显 著 提 升 ，海 上 治 安 环 境 持 续 改
善。2 0 2 2 年 ，中 国 海 警 局 有 效 接 处
警 1 5 2 2 7 起 ，侦 办 刑 事 案 件 7 3 2
起 ，查 处 各 类 治 安 行 政 案 件 2 6 8 1
起；缴获毒品 1.12 吨、制毒物品 1.2
吨，打掉特大制贩毒团伙 3 个；查获
各类走私案件 471 起，案值约 21 .8
亿元。

  福建福州海警局执法员利用无人
机进行航拍监控，舰艇协同配合，在辖区
海域拦截可疑船舶（2021 年 11 月 30 日
摄）。     新华社发（吴宗伟摄）

中国海警初步建立海上执法立体监管模式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反映当代中
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普及读物《中国国情
读本（2023 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
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编
纂，共分六编：第一编“图说中国”，精选
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新闻图片，配以简短
文字，直观反映 2022 年中国概貌；第

二编“国情概略”，主要为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的白皮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相 关 内 容 ；第 三 编“国 情 特 载 ”，展 现
2022 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
就；第四编“专题国情”，深度解读党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记 录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中国空

间 站 建 设 等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第 五 编
“国情精要”，从时政、经济、文化、科
技、民生、人物等方面，生动展现新时
代中国活力；第六编“年度大事”，全
面 盘 点 2 0 2 2 年 的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展。
　　《中国国情读本》自 2008 年以来，
每年出版一本。

《中国国情读本（2023 版）》出版发行

《快 递 电 子 运 单》国 家 标 准 强 化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记者赵
文君）近日实施的《快递电子运单》国家
标准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禁止显示完整
的个人信息，推荐对个人信息进行全加
密处理，规范个人信息相关内容的读取
权限。
　　这是记者 7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举行
的快递业两项国家标准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快递电子运单》国家标准和
《通用寄递地址编码规则》国家标准近日
正式实施。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达千亿件，快递
电子运单是应用于快递外包装的重要单
据，每年耗用量很大。在强化个人信息保
护方面，《快递电子运单》国家标准要求
快递企业、电商经营主体等采取措施，避

免在电子运单上显示完整的收寄件人
个人信息。收寄件人姓名应隐藏 1 个
汉字以上，联系电话应隐藏 6 位以上，
地址应隐藏单元户室号。推荐对个人信
息进行全加密处理，规范个人信息相关
内容的读取权限，仅限于快递企业及其
授权的第三方、相关管理部门，使用相
关设备合法读取。标准还明确了纸张、

背胶、油墨，以及字体字号、隐藏及加密
处理、胶粘物理性能等一系列技术指标。
　　《通用寄递地址编码规则》国家标准
实现全行业地址信息及编码体系的统
一，将寄递地址代码化、替代文本地址，
无需再记录和书写传统的文本地址，避
免了地址不清、书写错误等问题，方便寄
递企业和广大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