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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
将军专祠内，一座高达近 10米的石碑
矗立其间，碑身南北面书有“彭大将军
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写着“先烈
彭大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

1912年 1月 26日的深夜，北京西
四北红罗厂，清朝顽固派首领良弼家
宅门口响起猛烈的爆炸声。23 岁的
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只身深
入虎穴，用土制炸弹将良弼炸死，自己
则英勇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今
青白江区城厢镇人），1888年 4月 9日
出生。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
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
加入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
导的革命思想。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
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的顽固派
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抗革
命。良弼是“宗社党”领袖，他坚决反
对清廷与革命政府议和，欲集结十万
清军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自告
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弼。彭家
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
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
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
恭的名片，又购买了一套清军官服。

1912年 1月 26日晚，当良弼乘坐

的马车回到府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
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军官服
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弼
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
转身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人掏出一
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地，
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
青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这
个青年正是彭家珍，时年 23岁。两天
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者还有其
八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
代。爆炸行动前，彭家珍写好绝命书，
连同账簿和现洋 200 元装入皮包内，
交给同志。“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
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
荣。”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
动十多天后，清朝宣统皇帝下诏宣布
退位，中国 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
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
功弹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签发给其家属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表
彰彭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已经牺牲 100 多年，如今
家乡城厢镇的变化非常大。近年
来，城厢镇以重点镇建设为契机，以
现代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五区一
带”和古镇保护开发的产业发展布
局为基础，推动全镇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交通
方便、环境优美、具有较强辐射力的
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新华社成都4月9日电 记者

吴文诩）

左上图：彭家珍生前用过的铜墨

盒（右）和铜镇纸（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本报北京4月9日电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 9日就美国务院公告对台潜
艇“营销核准证”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
称，美国务院日前公告对台潜艇“营销核
准证”，台方认为美此举有助于提高其防
卫能力，维持台美友好关系。请问国防
部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

器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
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
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
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一切形
式的对台售武。中国军队有能力、有决
心挫败一切分裂祖国的企图，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

就美国务院公告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李克强 9日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

■李克强 9日在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
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及该会代表团成员

■栗战书 9日在京分别会见蒙古国总
理呼日勒苏赫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韩正 8日和 9日分别到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

■王岐山 9日在京会见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海南三亚 4月 9日电 以
“亚洲媒体合作新时代——互联互通与
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亚洲媒体高峰会议，
4月 9日于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期
间在海南三亚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弘扬开放创新精神，共促亚洲繁
荣发展”的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得益亚
洲、更贡献亚洲，融入世界、更惠及世
界，中国愿同亚洲和世界继续共谋创新
之道、共享发展成果。在当前世界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
以卓越政治家、战略家的世界眼光和战
略思维，创造性提出构建亚洲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的重要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世界和平发
展、亚洲繁荣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黄坤明强调，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
发展的世界，为各国媒体携手共进、展现
作为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广阔舞台。亚洲
媒体要高扬时代主题、弘扬创新精神、凝
聚合作共识、推动文明对话、传播亚洲声
音，积极为亚洲振兴鼓与呼，讲好亚洲人
民创新创造、各国合作共赢的故事，充分
发挥正面舆论引领作用，推动建设美好
世界、美好亚洲。

来自亚洲 40个国家 140余位主流媒
体负责人，以及亚洲文化学者和有关方
面代表共300多人出席开幕式。

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查
文晔）博鳌，海南万泉河畔的一颗明珠。
每年春季在此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曾见证了两岸关系的重要时刻。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度在此会
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
萧万长一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指明方向。

两岸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度会见萧万长先生
时，都语重心长地阐述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的深刻道理，并对
两岸同胞携手实现民族复兴寄予厚望。
这既表明大陆方面对“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方针坚定不移，也体现出总书记将台
湾同胞视作骨肉天亲的真挚情感。

2013 年 4 月会见萧万长先生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陆方面对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决心是坚定的，方针

政策是明确的。我们将保持对台大政
方针的连续性，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各
项政策，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就，更好造福两岸同胞。两岸同胞要
真诚团结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

有所成。”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
时引用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指出，对
海峡两岸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真正认
识和切实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
同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根据当时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两岸合作提出 4
点希望，其中首先谈到希望本着两岸同
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
他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
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我们会更多

考虑台湾同胞的需求和利益，积极促进
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湾
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为深化两岸
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2015 年 3 月会见萧万长先生时，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
连的一家人，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愿与
台湾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继续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同等待遇”，
现已成为大陆惠及广大台胞政策的鲜
明主题。近年来，大陆方面切实回应广
大台湾同胞的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
想方设法增进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逐步为台
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
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2018 年 2
月，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共同出台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将为台胞、台企
提供同等待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
些“含金量高，含情量更高”的政策“干
货”，有效提升了台湾同胞的获得感，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
思想的具体体现。
“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共同致

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岸同
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回
顾习近平总书记以往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期间的涉台论述，他对台湾同胞的
殷殷期许、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跃然
纸上。尽管当前两岸关系面临更加复
杂严峻的形势，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只要两岸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
体利益考虑，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
的各种困难和阻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涉台论述回顾

（上接第一版）

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6853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每年超过 1300万人，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
以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
本建成……

上世纪 80年代就曾到过中国的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改革开
放 40年，实现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和
减贫，对全球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非常重
要的贡献，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借鉴。

40年昂首阔步，改革开放重塑中国
在世界舞台的角色——

来自各国的2000多位各界嘉宾汇聚
一堂，聚光灯下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
年会，凸显中国非同一般的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

29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
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在国内会晤
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约300人次……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频密的外交日
程，标注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崭新坐标。

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纳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主张，为改革
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
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等诸多国际组
织文件中，显示出这一理念强大的国际
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

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
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
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年前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
出的铿锵之声，正在全球产生日益广泛
的回响。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实现

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力，为

世界作出新贡献

4 月的海南三亚南田农场，丰收的
气息在漫山遍野的芒果园中流淌。

26年来，靠砍胶种果和旅游脱贫，
空前力度的自我革命推动南田农场实

现从海南最差到最富农场的大跨越。
“改革永远在路上。”63岁的南田农

场负责人彭隆荣说，改革新起点上的南
田，正向着“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奋进。
“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

招。”出席论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同样，新的历史
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关系中国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
今天的中国，正置身“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
报告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爬坡过坎，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
底。”习近平在 2018年新年贺词中的话，
吹响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进军号。

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现实。
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会为世界各
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中国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进入质的

提升阶段，正开启“海阔凭鱼跃”的宽广
空间；同时，全球的目光正在东移，中国
风景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
“深处全球改革浪潮中，谁能趁势

把握改革先机，就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在
论坛上说。

大有可为的机遇期，造福中国也造
福世界。

论坛年会围绕“全球化与‘一带一
路’”“开放的亚洲”“创新”“改革再出
发”四大板块，安排了 60多场正式讨论，
议题设置透露诸多“中国机遇”。

与会嘉宾一个明显的共识是，“一
带一路”倡议如大鹏展开的双翼，不仅
深化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带动各国比
翼齐飞。
“荷兰企业对与中国做生意态度积

极。荷兰已为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做好
准备。”率领 165家荷兰企业和智库机构
来华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告诉记者，
上个月一趟直达货运列车从荷兰阿姆
斯特丹出发奔赴中国义乌，成为“荷中

关系加强的又一象征”。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转型关键期的

诸多挑战。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才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

放眼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
突出，“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环
顾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
问题尚未解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大攻坚战任务艰巨……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

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4月 2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只有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

真正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才能破
解深层次的利益矛盾，破除积存多年的
顽症痼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
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迟福林说。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奋力书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

篇章

逐梦未来，靠什么劈波斩浪、奋楫
扬帆？
“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
实现新突破。”今年 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的话
掷地有声。

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实施，三大攻坚
战打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启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阔
步前行，为蓝图变为现实凝聚起不竭的
动力。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要
以“奋斗者”的姿态，脚踏实地、苦干实
干——

4 月 6 日，博鳌镇南强村举行“艺
术+”美丽乡村落成仪式。

这个有着 300年历史的华侨之乡，
经过改造升级，一改昔日的破落面貌，
实现华丽转身，村民共享建设成果，在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半年时间村庄面貌大变样，靠的

是镇村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博鳌镇
党委书记冯琼说。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着力补齐重大制度短板，着力
抓好改革任务落实……新起点上中国
改革开放更精准发力，把为人民造福的
事情办好办实。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要
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攻坚克难、闯关
夺隘——

国企国资、垄断行业、产权保护、财税
金融、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一系列关
键领域改革向深水推进，新起点上中国用
实际行动昭示更坚定的改革开放决心。
“久久为功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旅游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
业、金融服务业、海洋产业等十二个
产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决不让海南变成房地产加工
厂……”论坛上，海南省省长沈晓明的
发言彰显出而立之年海南特区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有力行动。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必
须敞开胸怀，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
发展潮流——

5年前，习近平在博鳌发出“中国将
坚定支持亚洲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开放
合作”的有力声音，给世界吃下了一颗
定心丸；

3年前，同样在博鳌，习近平向世界
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只
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
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
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
将就进一步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鲜
明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国立场。
“历史已经证明，本国优先和贸易

保护主义，最终指向一定是倒退而非发
展。”出席论坛的韩国贸易协会会长金
荣柱说，亚洲发展奇迹的创造离不开开
放和创新，中国通过坚持开放和创新铸
造发展奇迹，中国的成功正不断为世界
提供全新发展借鉴。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
能永立潮头。

南海之滨，潮平海阔。博鳌亚洲论
坛永久会址东屿岛，像一只游向大海的
巨鳌，向太平洋张开双臂。中国潮与世
界潮交融激荡，共同谱写人类发展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9日电 记

者韩洁、谭谟晓、赵叶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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