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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贸易额60年来增长近800倍

新华社马赛5月 9日电（记者 肖
亚卓）巴黎奥运会火炬 9 日在马赛拉
开法国本土传递的大幕，约 200 名火
炬手参与当天传递，曾效力过马赛足
球俱乐部的著名球星德罗巴作为最
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位于韦洛德罗
姆球场外的火种台。

作为马赛的城市名片之一，马赛
足球俱乐部的元素贯穿了当天整个
传递过程。前法国国脚、在 1993年欧
冠决赛为马赛队打入制胜球的博利
作为首棒火炬手从马赛地标性建筑
守护圣母圣殿起跑，开始了这一天的
传递。第二棒火炬手是一位 83 岁的
铁杆马赛球迷。

“这一刻让人心跳加速，感觉太棒
了。”博利说，“这是奥运火种，体育的
象征，团结的象征，我们在这个世界
希望的象征。”

整场传递的高潮是终点处的韦洛
德罗姆球场，这里也是马赛队的主
场。1991 年欧洲足球金球奖得主帕
潘手持火炬开始了在这一地点的传
递，备受当地球迷喜爱的前科特迪瓦
国脚德罗巴则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
点燃了火种台，开启了当晚的庆典活
动。

法国篮球名宿托尼·帕克也参与
了当天的火炬传递。

“第一天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我
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就是要将
这样好的局面保持下去。”巴黎奥组
委主席埃斯坦盖说。

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一大创新
在于设立了集体传递环节，即多名火
炬手作为一棒、以“集体火炬手”的形
式参与传递。奥地利华裔运动员、前
奥地利乒乓球国家队成员刘佳与其
他 20 多位来自欧洲各地的运动员作
为一棒“集体火炬手”参与了当天的

传递。
“和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运动

员在一起作为火炬手，感觉太不一样
了，这也显示了我们‘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精神。”刘佳说。

10 日，巴黎奥运火炬将在瓦尔省
进行本土第二站传递。

巴黎奥运会火炬完成法国本土首站传递

5月9日，火炬手、马赛海军消防员马修·顾戴（左）与火炬手、舞蹈演员玛丽亚
姆·卡巴在火炬传递中。

当日，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巴黎奥运会火炬开启在法国本土的传递。
■新华社发（朱利安·马蒂亚摄）

5 月 9 日，马龙（右）/王
楚钦在比赛中。

当日，在沙特吉达阿卜
杜 拉 国 王 体 育 城 举 行 的
WTT 沙特大满贯男子双打
半决赛中，中国组合马龙/王
楚钦 3 比 0 战胜瑞典组合卡
尔森/卡尔伯格，晋级决赛。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 摄

5月9日，孙颖莎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沙特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举行的WTT沙特大

满贯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4比0战胜队友
钱天一，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 摄

5月9日，陈梦/王曼昱
（左）在比赛中。

当日，在沙特吉达阿卜
杜 拉 国 王 体 育 城 举 行 的
WTT沙特大满贯女子双打
半决赛中，中国组合陈梦/
王曼昱 3 比 1 战胜巴约（波
兰）/库库洛娃（斯洛伐克），
晋级决赛。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 摄

数字时代，海量的数据在流动。最
新信息显示，2023年我国数据生产总
量预计超 32ZB，如何让这些数据创造
更多的价值？

由国家数据局会同有关部门举办
的 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 9日在安
徽合肥正式启动。这一国内首个聚焦
数据要素开发应用的全国性大赛，就是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把“数”用起
来，把“数”用好。

我国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持续快
速增长，数据资源规模保持全球第二
位，金融、工商、交通、电信等领域的数
据产品日益丰富，在主要数交所挂牌的
产品数量超过1.3万个。

今年年初，国家发布的关于“数据
要素×”的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年底
打造 300个以上示范性强、显示度高、
带动性广的典型应用场景。

正如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现
场所说，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关键
是在千行百业中创造更加丰富的应用
场景，在创新应用中探索流通路径、提
升数据质量。

这场持续约5个月、由地方分赛加
全国总决赛共同组成的大赛，比的正是
数据要素的新应用，赛的正是数据流通
的新场景，瞄准的是数字经济这一新赛
道上的更多新可能，以推动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

不同于一些传统的看得见的技能
比赛，一种生产要素如何进行比赛？把

“数”用活，靠的是创新举措。
从主体看，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

所、高校等均可参赛，鼓励产学研用等主
体联合参赛，通过跨行业、跨专业、跨领
域的“跨界融合”，打造创新解决方案。

从内容看，设置了12个赛道，以行

业真实需求出题，让行业实际应用答题。
本次大赛的参与者将做好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的“开拓者”和“领航者”，探
索有价值、有实效、可复制的优秀解决
方案，将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转化为

“新增长点”，让数据在促进降本增效、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中切实发挥作用。

比赛的一个特点是创造更多方案与
应用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的碰撞，让大赛
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点的创新高地。

试想一下，对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等
环节数据的创新可帮助促进资源循环
利用，共享文物病害数据、保护修复数
据以加强文物数字化保护能力，利用科
技、环保、工商等多维数据提升实体经
济金融服务水平，更多的解决方案将随
着大赛走进生产生活，推动数字经济加
快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优质项目加快成果

转化，进入全国总决赛的团队将获得大
赛组委会提供的产融合作资源支持和
供需对接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全国总
决赛优秀获奖团队可申报各地方分赛
主办单位提供的相关人才招引项目。

接下来，各个省份的分赛将次第展
开，因地制宜不断拓展赛道选题。

辽阔的西部地区，风光电资源丰
富，清洁能源产业发达，积累大量数据
样本，适合探索更多“数据要素×绿色
低碳”方案；拥有众多制造业企业的长
三角和珠三角，便于形成应用范式并在
区域内推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适合
开展“数据要素×工业制造”项目……

随着更多场景“拿出来”、更多主体
“动起来”、更多数据“活起来”，更多数
据要素价值将释放出来。

（新华社合肥5月10日电 记者 严
赋憬、张晓洁、何曦悦）

把“数”用好！首个聚焦数据要素应用的大赛来了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 谢希

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9日在商
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法建交
60 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近 800 倍，
2023年达到789亿美元，中国成为法国
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国也是中
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

何亚东说，60年来，中法双向投资
额累计超过260亿美元，位列中国与欧
盟国家合作前列，2000多家法国企业
在华经营。中法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
商务部与法国外交部近日签署《关

于加强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致力为两国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更好的
营商环境。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成功举行，200多位两国企业家参
会研讨，双方企业签署金融、核能、航
空、制造业、新能源等领域15项合作协
议。下一步，商务部将与法方相关部门
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民政部等七部门规范养老机构预收费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记者

高蕾）记者 10 日从民政部 2024 年第
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民政
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养老
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对预
收费用收取要求、使用用途等进行规
定。

近年来，一些养老机构采取预收
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等形式运
营。这种方式让老年人及家属享受
了优惠的价格，节省了逐月交费的时
间成本，但也有一些养老机构预收大
额费用后，出现了不按合同履行义
务、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资金链断
裂破产倒闭等情况，亟需做好规范。

预收费额度方面，意见规定，养
老服务费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对单个老年人收取的押金最
多不得超过该老年人月床位费的 12
倍。

使用用途方面，意见列出了“负
面清单”，如会员费不得用于非自用
不动产、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等高

风险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以
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以
及用于其他借贷用途等。

意见还规定，养老机构不得以承
诺还本付息、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
式，诱导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交纳预
收费。押金、会员费应当采取商业银
行第三方存管和风险保证金等方式
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意见设立了 2025 年前建立健全
跨部门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机
制的目标。在发布会上，民政部养老
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各级民政
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明确各方责任
分工，定期通报问题线索、研判重大
风险隐患，协同做好存量攻坚；加强
与存管银行协同配合，实现存款银行
与民政部门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形
成行业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双向发
力的管理模式。

李邦华还特别提示老年人及家
属，面对低价、打折、优惠时，要保持
谨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交费方式。

5月9日，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芙蓉学校，学生在学习救援皮划艇的使用。
今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进校园活动，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自护避险能力。
■新华社发（刘贵雄 摄）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进校园

夏日喜收获夏日喜收获

5月9日，在四川省达州市东部经开区麻柳镇刘家坝村，农机手驾
驶收割机收割小麦。

夏日时节，多地的粮食、蔬菜、水果等进入收获季，农户抢抓农时，
忙碌在田间地头，迎来收获的喜悦。 ■新华社发（邓良奎 摄）

5月9日，在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青龙
镇联合村，农户利用农机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丁勇 摄）

15部门为我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划重点”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记者

顾天成）到 2030 年全国所有包虫病
流行县达到疫情控制标准；继续巩
固消除疟疾成果，实现无输入继发
二代疟疾病例……近日，国家疾控
局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全国包虫病
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实施方案
（2024—2030 年）》，明确我国下阶段

重点寄生虫病的控制与消除目标。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30 年，“全国所有流行县基
本 控 制 包 虫 病 等 重 点 寄 生 虫 病 流
行”。

为实现这一目标，方案就我国包
虫病、疟疾、黑热病、土源性线虫病、
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治提出具体防

治进程，包括到 2025 年，50%以上的
包虫病流行县达到疫情控制标准；
到 2025 年，黑热病重点流行县发病
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下；到 2025 年
和 2030 年，重点流行省份肝吸虫感
染率分别下降 5%和 15%以上等。

如何实现防治目标？方案明确
了强化传染源控制、加强中间宿主

管理、规范患者查治和救助、持续推
进监测和干预区工作等针对性防治
策略和措施。

方案还要求，结合乡村振兴工
程、美丽乡村建设，健全部门合作、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持
续改善流行区生产生活环境，降低
重点寄生虫病传播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