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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
年纪念会 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代
表祖国大陆人民，向广大台湾同
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
福。

习近平强调，历史不能选
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
创。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
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前进道路
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和
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
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
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
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
渝的历史任务。我们团结台湾
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
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
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
性进展。

习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发展
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
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
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
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
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
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
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的！

习近平指出，回顾历史，是
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祖国
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
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
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
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进程。

习近平就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5点
主张。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
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民族复
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
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
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
伤。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
谋 求 国 家 统 一 ，抚 平 历 史 创
伤。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
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
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
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
岸同胞共同分享。两岸同胞要
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
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
的荣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
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

终结。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

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
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
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
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
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
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
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
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
益和感情。两岸同胞是一家
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
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
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
商、共议统一。两岸双方应该
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
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
化异，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
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家
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
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
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
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
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
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我们郑
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
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
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
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
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
制度性安排。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维护和平统一前景。一个中国
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
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
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统一
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
历史逆流，是绝路。广大台湾同
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
我们的骨肉天亲。我们坚持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
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
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
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
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
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
有利。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
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夯实和平统一基础。两岸同胞
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
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
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
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
有更多获得感。和平统一之后，
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
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
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
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
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
严。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
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
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
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
增进和平统一认同。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
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
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
属。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不管
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
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
少。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岸同胞
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
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
进互信认同。要秉持同胞情、同
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
精神。

习近平指出，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两岸青年
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
拼。我们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
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两
岸中国人要精诚团结，携手同
心，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创未
来。

习近平强调，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中国人的事要由中
国人来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
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
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
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
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
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
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
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汪洋在主持纪念会时说，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
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
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
湾同胞书》4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
展历程，全面阐述了我们立足新
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
政策主张。讲话深刻昭示了两
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势，科学回
答了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如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认
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共同致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为完成祖国和平统
一大业不懈奋斗。

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王晨，全国政协副主席、台
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苏
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中
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
先后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纪念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
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及
对台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台
胞、台属代表，涉台专家学者代
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人
参加纪念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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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和平统一方

针实施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突

破性进展，系统阐述了立足新时

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

政策主张。讲话饱含对台湾同

胞的关心关爱，是指引新时代对

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

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40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宣示和

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尽

快结束分裂局面，实施通邮通航，

同胞直接接触，进行经济交流。

一声“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饱

含对骨肉天亲的深情呼唤；一个

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的决定，融

化了人们心头对峙的坚冰；一句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更是发出实现国家统

一、民族复兴的铮铮誓言。

浅浅一湾海峡，隔不断绵绵

乡情。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始终坚持

和平统一方针，坚定不移推动海

峡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从大

陆籍老兵回乡探亲，到台企到大

陆开拓商机，文化、教育等各领

域跨海交流，从大小“三通”相继

实现，到卡式台胞证、台湾居民

居住证、“31条惠台措施”陆续推

出，从“汪辜会谈”、两岸两会制

度性协商，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

会晤，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间

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两岸

关系发展历程证明，两岸同胞血

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

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改变的。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

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台湾

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两岸迄今

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

民族的创伤。“安知非日月，弦望

自有时。”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是广大台湾同胞发自内心的体

认，也是两岸同胞抚平历史创伤、

谋求国家统一的情感共鸣。而

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了势

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两岸同胞更

应携手同心，共同追求实现民族

复兴、国家强盛的中国梦，一起过

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两岸同胞

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台湾

问题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

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

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

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

利益福祉。习近平总书记郑重

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

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

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

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

排。路是人走出来的。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

展开对话合作、共商“两制”方

案，两岸中国人定能早日解决政

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

成国家统一愿景，为后世留下最

丰厚的时代遗产。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

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

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

则，两岸关系就会紧张动荡，台湾

同胞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我

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坚决挫败形形色色的“台独”

分裂图谋和行径，坚决反对外部

势力在台海兴风作浪，也愿意为

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一如既

往地尊重、关爱、团结和依靠台湾

同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反

“独”促统强大力量保障下，两岸

关系走近走稳走好、祖国实现完

全统一的大势，必将越来越强劲。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率先同

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是

我们的善意和承诺。大陆长期

以来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最大

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大岛内投

资目的地，在大陆惠台政策推动

下，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发

展，同胞亲情福祉不断增进。尤

其是“31 条惠台措施”的出台实

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

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为

广大台胞在大陆实现更大更好

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展

望未来，两岸不断提升经贸合作

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

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必将结为

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有强

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

福祉会更好。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

的根脉和归属。两岸中国人有

共同的血脉亲情和文化源流，共

同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交流互鉴、对话包容中加

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久

久为功，必定能达到心灵契合。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

恩仇。”40年前，两岸结束军事对

峙、走出烽火硝烟，离不开血浓

于水的天然情感与对和平发展

的真挚期盼；40 年后，我们更应

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

人，让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成为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

儿女的自觉行动。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

行愈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进程提出的5点主张，深刻昭

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势，

科学回答了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

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

题。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

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

展大作为的时代。在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指引下，两岸同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和衷共济、共

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

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据新华社电

为民族复兴、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