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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月 2日就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
斯克市居民楼煤气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一幢居民楼发生煤

气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
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
的慰问。

此时此刻，救援行动仍在紧张进行

之中。我相信，在总统先生坚强领导下，
这一突发事件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向遇
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
诚挚慰问。

就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居民楼煤气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记者陈键兴、查文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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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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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栗战书出席 汪洋主持

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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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新年伊始，中央隆重纪念《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这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讲

话，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产生

深远影响。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

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这是对台工

作和两岸关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

事，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回顾历史，启迪今天、昭示明天。习近平

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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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复兴伟大征

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

展的历史大势。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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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

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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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宣示了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

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五项重大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

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

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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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重大主张系统阐释了实现

国家统一的目标内涵、基本方针、路径模式，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

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极

强的针对性和极大的包容性，展现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辟论述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

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台湾同胞福祉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总书记指出，台湾的前途在于

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

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讲话为两岸同胞指明共同奋斗

的目标，具有感召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发展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

“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两岸应通

尽通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对台湾现实情况和社情民意的深入了解

和对广大台湾同胞的关心关怀，其言也恳，其情也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宣示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外来干

涉的严正立场，重申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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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日电 今天上午，
习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
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和武
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通过新

闻媒体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后，组织展开
学习讨论并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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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引新时代

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
完全统一不懈奋斗。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如一
声惊雷，划破了海峡两岸被战火硝烟遮
蔽的上空，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
一的大政方针。（下转第二版）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奋斗
——习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讲话
——刘结一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第二版）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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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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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重大主张系统
阐释了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

内涵、基本方针、路径模式，

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

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

和前进方向，既有原则的

坚定性又有极强的针对性

和极大的包容性，展现了非凡

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
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

所向。前进的道路不可能

一帆风顺，但我们坚信，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

的重要论述指引下，两岸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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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