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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金沙萨 5月 5日电 中国第 27批赴刚果（金）维和
部队 4日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新华社记者，该维和部队 218名
官兵已于当日飞抵成都，顺利返回国内，圆满完成为期 8个月
的维和任务。

据了解，中国第 27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主要担负任务
区工程及卫勤保障任务。自 2023年 9月部署至任务区以来，
全体维和官兵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工兵分队先后高标准完
成 13项工程勘察、16项工程任务，2项救援任务；医疗分队累
计接诊患者近 500人次，成功开展了 41台次各类手术，完成
了 620余例次各类检查。今年 4月 9日，中国第 27批赴刚果
（金）维和部队全体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自 2003年以来，中国先后向刚果（金）派遣 27批维和部
队，中国维和军人勇往直前，不辱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
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2023年 12月 19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第 2717号决
议，要求从决议通过当月开始逐步撤出联合国刚果（金）稳定
特派团。中国第 27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部官兵归建后，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停止轮换。

中国第27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凯旋

5月的法国，塞纳河畔绿茵如织，鸢尾花
绽放。巴黎街头，花神咖啡馆附近一家书店
的橱窗里，法文版《三体》等中国科幻作品吸
引不少行人驻足。

万里之外的北京，正举办“紫禁城与凡尔
赛宫”展览的故宫文华殿内人潮涌动。两百
多年前紫禁城里的法式风情、凡尔赛宫的中
国时尚，透过一件件文物精巧呈现，讲述中法
文明彼此吸引、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温暖的握手

60年前，中法两个伟大国家实现握手，打
开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

6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发展中法
关系，两国友好历久弥坚。温暖的握手、友谊
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欢迎更多法国朋友来华‘自由行’，领略
中国的名山大川、小桥流水、大漠孤烟，领略
长城、兵马俑等文化奇迹，领略当今中国的发
展变化，领略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今年
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
上的视频致辞中，向法国朋友发出真挚邀约。

带着这份温暖情谊，一批批来自法国的
青年人开启他们的中国之旅，从古老村落到
现代都市，从非遗技艺到科技探索，沉浸式体
验中华文明的魅力与活力。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只有短短 4天，
但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棒的 4天。”17岁的法
国马赛高中生布加齐·苏海尔说。逛故宫、游
天坛、爬长城，吃北京烤鸭，探访博物馆，学习
软笔书法，参观清华大学等学府，苏海尔和同
学们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和感受，“我想给中国
点个大大的赞”。

在中国的美好时光飞逝，而在这群法国
孩子心里，同一颗梦想的种子已经发芽：“总
有一天，会再回来。”正如 13年前，他们的学
姐德里安·玛丽（中文名戴明欣）一样。

2011年，正在读高中的法国马赛女孩戴
明欣在汉语老师马塔利·让（中文名马金虎）
的带领下前往中国短暂游学，从此和中国结
下不解之缘。从大学选择汉语专业，到毕业
后前往中国留学，再到如今定居中国并成为
一名视频博主，戴明欣的成长变化始终和中
国连在一起。

“法国给了我生命，而中国带来了靓丽色

彩。”几个月前，当她听说马老师要带学生再
次来中国游学，特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握手
计划”：邀请中国网友给这些即将赴华的法国
孩子送上祝福。

“你们来自东方，是热情的主人。他们来
自西方，是好奇的客人。我希望以一个普通
人的力量，和大家一起，完成这次跨越时空、
小小但又温暖的握手，为法中建交 60周年做
件小事。”戴明欣这样倡议。

很快，一条条来自天南海北的视频塞满
了她的电子邮箱。

“欢迎到中国”“希望你们收获满满”“欢
迎你们来淄博吃烧烤”“体验中国五千年的文
化韵味”……善意涌动、温暖人心。收到祝福
的孩子们眼中泛起泪花，马金虎也悄悄擦拭
眼角。他说，中国是未来，希望学生们都能有
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法关系能有今
天这样的好局面，要归功于两国人民心灵相
通、感情相亲、守望相助。”10年前，习近平主席
在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上这样阐释中
法友谊的民心根基。

一次次互动心相交，一幕幕画面暖人
心。这份来自民间的好感，如涓涓细流，浇灌
着中法友谊之树，又像波涛般奔涌，为双边关
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青春的同行

翻腾、旋转、定格，旋律动感、身姿飒爽、
青春飞扬。江苏南京，中国霹雳舞队的小将
们正在法国主教练穆尼尔·比巴带领下，精心
备战巴黎奥运会。

两年多来，比巴多次率中国霹雳舞队员
赴法国训练，前往欧洲多国参加国际赛事，帮
助队员开拓眼界、提升技艺、增加经验。比巴
说，他为中国小将们的快速成长和出色表现
感到欣喜，期待他们在巴黎的赛场上掀起“中
国旋风”。

霹雳舞架起一座中法文化交流的新桥
梁，为两国青年人提供了展示和沟通的舞
台。比巴不仅见证了霹雳舞在中国迅速发展
并赢得青少年的热爱，更期待巴黎奥运会为
法中体育合作注入新动力。

比巴说，他正帮助队员在舞蹈中融入更
丰富的中国元素，“我告诉孩子们要更自信，

让世界看到，‘嘿，这是我们的舞蹈，我们的
文化’”。

在交流中创新发展，文明更具生机。在
对话中彼此交融，前行愈加有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相互理
解，以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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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
法文化旅游年期间，中法双方合作举办贯穿
全年的数百项精彩活动，涵盖表演艺术、视觉
艺术、文化遗产、旅游推广等多个领域。从青
年交流到体育对话，从文化遗产保护到高等
教育合作，双方以丰富鲜活的方式呈现两国
优秀文化精华，积极探寻提高两国人文交流
水平的新途径，不断深化两国民众相互认知。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互办文化年、互设
文化中心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开展青
年交流的西方大国。法国国家家具管理馆馆
长埃尔韦·勒穆瓦纳说，回首法中两国交往历
史，我们有过许多美好记忆。如今，建立在深
厚友谊基础上的两国关系正焕发新的生机。

“文化交流如同向彼此伸出手，让我们深
入了解对方，对彼此的文化充满好奇。”法国
文化部文化事务总监卡特琳·鲁杰里说。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莱娅·贝西认
为，法中文化旅游年和巴黎奥运会为促进两国
合作提供独特机遇，“希望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
能够促进两国之间更好相互理解和尊重”。

持久、深入的对话交流，不仅让世界感知
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更让中法两国
在文化互动中激发新的创意和灵感，在智慧
交融中增进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更加坚定
地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文明的力量

300多年前，一艘名为“安菲特利特号”的
法国商船远涉重洋抵达中国，拉开了中法远洋
贸易的序幕，也增进了中法文明的友好交往。

紫禁城内，法国传教士编译的满文《几何
原本》成为康熙皇帝的“课本”。在法兰西，伏
尔泰等思想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寻启
迪，推动和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

2019年 3月，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收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的珍贵法文古籍《论语
导读》。作为 17世纪法国东方学家，此书作
者贝尼耶希望在当时的法国更广泛地传播儒

家思想，建设国家政治的哲学、道德基础。
如今，《论语导读》将被译为中文并出

版。一段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见证两大文
明的相互欣赏、彼此亲近，也为不同文明如何
相处提供启迪。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3月，在法国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习近平
主席深刻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

在元首外交引领和推动下，两大文明间
的对话不断深入，正在书写美美与共的崭新
故事。

如今，中法之间友好省市超过百对。两
国均有一批大学和中学设置教授对方语言的
课程。法国的歌剧、芭蕾舞、建筑、体育、美
食、时尚等在中国有着广泛吸引力。中国的
科幻作品、原创绘本、动漫电影等日益受到法
国民众关注和喜爱。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在国际局势日益
纷乱的当下，文明间交流互鉴拥有超越分歧、
跨越时代的独特力量。中法建交 60周年之
际，他向民众推荐一本讲述中法超越文化差
异、增进彼此理解的书籍：《西哈诺、孔子与
我》。作者李春燕以自己近 20年旅法学习、
工作、生活经历为基础，通过坦诚的讲述，幽
默的笔触，深入的思考，描绘中法文化的共性
和差异，获得法国读者好评。

“一段美丽的中法故事”“超越了文化差
异”“打破了刻板印象”“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
的传统价值观”……法国媒体和读者的热情
反馈让李春燕惊喜而感动。她表示，真实的
经历、真诚的分享、平等的对话，更能激发心
灵的共鸣，增进对彼此的信赖。

习近平主席说，相互理解，是中法关系发
展的重要基石。马克龙总统也曾表示，真正
的友谊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当前，世界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
表，中法两个文明大国彼此欣赏，相互借鉴，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树立新典范，也为世界
和平与稳定注入正能量。

面向未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法将继
续推进人文交流和民间友好，助力友谊之舟
行稳致远，为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作
出更大贡献。（新华社北京/巴黎5月5日电）

中法人文交流新潮涌动

5月 5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一名妇女抱着孩子
站在建筑废墟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
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加沙地带的战事将导致该地区的发展水
平倒退数十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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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共同召开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尽快推动出
台社会信用建设法，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水平。

据介绍，此次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水利部、国家疾控局加
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申请，并研究讨论社会
信用建设法（草案稿）和 2024—2025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
动计划等文稿。

会议强调，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规划，开展中国
特色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内涵和总体框架研究谋划，明确下一
阶段建设的目标任务；强化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加快推动地
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健全信用修复制度，研究统一信
用信息公示和修复渠道；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完善信用评价
机制，规范失信惩戒措施，建立健全各行业信用监管制度；拓
展守信激励应用，在行政审批事项中推行信用承诺制。

我国加快推进信用立法

新华社广州 5月 5日电 第 135届广交会 5日在广州闭
幕。自 4月 15日开幕以来，共有来自 215个国家和地区的
24.6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上届增长 24.5%，创历史
新高。

广交会新闻中心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周善青
说，统计显示，本届广交会接待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
16万人，比上届增长 25.1%；欧美采购商 5万人，比上届增长
10.7%。中美总商会、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加中贸易理事
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商会、澳大利亚维州建筑业协会等 119
家工商机构，以及美国沃尔玛、法国欧尚、英国特易购、德国
麦德龙、瑞典宜家、墨西哥科佩尔、日本似鸟等 226家跨国头
部企业均线下参会。

本届广交会线下出口成交 247亿美元，线上平台出口成
交 30.3亿美元，分别比上届增长 10.7%和 33.1%。其中，参
展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交 138.6亿美元，比上届
增长13%。

周善青说，本届广交会进口展共有来自 50个国家和地区
的 680家企业参展，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企业占比
64%。土耳其、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展团拟下届继
续组团参展。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闭幕后，线上平台将继续常态化运
行，同时将在线上组织系列精准贸易对接和行业主题活动。
第 136届广交会将于今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4日在广州分三
期举办。

广交会全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 1957年春，
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广交会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有着“中国第一展”
的美誉，被视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中国第一展”广交会闭幕
24.6万境外采购商参会创历史新高

5月5日拍摄的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车流（无人机照片）。当日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发

五一假期，南京的美团外卖骑手戚建忠
既忙碌又踏实。“有了职业伤害保障，跑活安
心多了，要不然真不知道受伤了该找谁。”

2023年 12月，戚建忠在送餐途中不慎摔
倒骨折。在美团工作人员帮助下，他用手机
申报了职业伤害保障，约 1000元医药费报销
了 875元。经伤残鉴定后，2024年 1月底，他
又收到了人社部门发放的 41900元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戚建忠告诉记者，自己当了 6年骑手，收
入不错，时间也灵活。但紧张奔忙中难免有
磕碰，特别是恶劣天气时，家人总会担心。“职
业伤害保障好比多了一层‘防护网’，所以休
养四个月康复后，我又重新回来送外卖了。”

戚建忠说的职业伤害保障，是国家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创设的一种新型工伤保险。
由平台企业缴费，就业人员个人不缴费。其
保障的范围和情形、待遇的标准和水平，与工
伤保险基本保持一致。

自 2022年 7月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 7
省市的美团、饿了么、闪送、货拉拉、曹操出行
等 7家平台企业开展试点。截至 2024年 3月
末，已有801.7万人被纳入保障范围。

“职业伤害保障切实维护了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的权益，特别是有效发挥了重大伤

亡事故兜底保障功能。这一制度也分散了平
台企业经营风险，有助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
长郑玄波表示。

郑玄波介绍，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这
一新兴群体如何参加社会保险，试点进行了
破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将总结经验，
研究扩大实施范围。

记者注意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的网站上，设置了专门的职业伤害保障服
务板块，显示正在试运行参保信息、待遇给付
申请受理、职业伤害确认、待遇发放、办理进
度等查询服务。

包括外卖骑手、即时配送员、网约车司
机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有 8400
万人。

“针对这一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高、劳动
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等短板问题，近年来，我
们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工

作方式、强化服务保障，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
动关系司司长李新旺说。

从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到出台
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重点群体专项权益保
障政策、合理界定企业劳动保护责任，再到
2024年 2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
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规则公示指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维护服务指南》……相关部门为新业态劳
动者加快撑起“保护伞”。

“我们指导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书面协议，合理确
定劳动报酬，科学安排工作时间，依法依规
制定和修订订单分配、报酬支付等平台劳
动规则，建立内部劳动纠纷化解机制。”李
新旺介绍。

针对“超时工作”这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面临的突出问题，相关指引对企业科学确定
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做出了具体细化指导，同
时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
在优化参保服务方面，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各
地均已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养老保险的渠道。

劳动者与平台在报酬等方面有争议怎么
办，如何维权？

通过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相
关部门对劳动报酬、休息时间、职业伤害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开展一站式联合调解服
务；同时不断完善在线调解平台建设，优化调
解流程和时限，帮助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
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对调解协议进行仲
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经过审查或确认后，可
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全国已有近
1000 家这样的调解组织，我们还将持续推
进。”李新旺表示。（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补短板、强规范
——多部门为新业态劳动者加快撑起“保护伞”

5月 5日，农民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山街道东元社
区的农田里移栽水稻秧苗。

春生夏长，民间有“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的说法。
立夏时节，水稻栽插进入大忙季节。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5月 5日电 商务部对外贸易
司司长李兴乾日前说，结合中国一季度出口
表现，成套设备、智能产品、低碳节能环保产
品等三个领域创新活力充沛、有持续增长潜
力。中国出口产品正向“专精特新”发展。

李兴乾介绍，智能产品出口需求增加，深
耕细分领域，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深受消费
者喜爱。例如，在家居领域，扫地机器人、泳
池清洁机器人、自动割草机器人都有“黑科
技”；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也是重要的出
口国和应用市场。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

计，中国 2017年至 2022年机器人安装量年均
增速达 13%。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
业机器人出口增速达86.4%。

他还说，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基础雄厚。
中国的汽车、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凝聚了长产
业链、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如果把其中一些
零部件、功能系统单独拿出来，都创意十足、

科技感十足。例如汽车中的车载语音系统，正
向AI领域高速迈进；工厂、仓储物流中常用的
叉车，也正逐步向电动化、无人化迭代升级。

谈及低碳节能环保产品深受欢迎，李兴
乾举例说：“可降解材料制作的环保餐盘、环保
吸管成为市场主流；用甘蔗渣制造的可降解餐
具出口热销；可无水印染的纺织新面料，印染环

节更节水节能，而且没有污水排放……”
“还要看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

具有竞争优势。”李兴乾说，一季度，中国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9.1%；其中，纺织服装出
口增长5.4%，塑料制品出口增长14%，家具及
其零部件出口增长23.5%。当前中国制造正在
走向中国创造，新的出口增长点还会持续涌现。

中国出口产品正向“专精特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