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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审视两岸关

系，如同站在高山之巅看大江东去，历史

大势清晰可见、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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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

立7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以高屋建

瓴、掷地有声的话语，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历史大势，明确指出了大势所趋、大

义所在、民心所向，充分反映了全体中华儿

女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和底气。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70年。台湾问题

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

休戚相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台

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统一、分裂、兴衰、

荣辱紧密相连。可以说，国家强大、民族

复兴，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的走向和

祖国完全统一的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

累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的各方面条件更加充分，祖国完全统

一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夙愿，更是没有任

何人能够阻挡的浩荡潮流。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台湾问题因民族弱

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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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

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到实现全面直接双

向“三通”；从推动达成“九二共识”，到实现

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从提出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

想，到形成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基本方略；从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的格局，到坚决挫败各种制造“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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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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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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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台湾

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

正的中国人”，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

中国梦，就一定能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

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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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我们

就一定能早日达成国家统一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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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
刘欢）台盟中央纪念《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 周年座谈会 4日在京召
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
席苏辉在座谈会上表示，1月 2日，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
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总书记以两个“无法改变”、
两个“无法阻挡”，掷地有声地指出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并从
五个方面阐述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的重大政策主张，话语饱含手足深

情与民族大义，是指引新时代对台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苏辉强调，台盟将继续认真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
按照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提出的重大
政策主张，把握机遇，积极进取，将
“两岸一家亲”重要理念，与台盟的
亲情乡情优势相结合，常思增进两
岸同胞福祉之策，多行助推两岸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之举，助力两岸同
胞携手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座谈会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军，全国政协
委员、台盟中央联络部部长潘新洋，
台盟中央原台情研究委员会主任郑
世凯，台盟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副处
长刘中威围绕纪念《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结合自身工作从不同
角度畅谈了感想。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主
持座谈会，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华
出席座谈会。

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台盟中
央各专委会在京负责人、台盟中央
机关全体干部、台盟北京市委机关
干部、台海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在京
盟员代表等共70余人参加座谈会。

台盟中央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座谈会召开
■李克强 4日考察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并在银保监会
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提高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有
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韩正 4日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调研时强调，坚
持改革创新，勇于担当负
责，全力推动林业草原事业
高质量发展 （均据新华社）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这是一条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

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

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祝福中国！祝

福世界！”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

词中，以庄严承诺和殷殷祝福，道出了

中国人民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道出了

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心声，展

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国际

社会一致赞誉。

揆诸历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

发生历史性变化。犹记1919年，面对“外

忧内患，更起迭乘”，《晨报》发出“果能顺

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

必不在今日”的祝新之辞。犹记几十年

前，因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曾有

被开除“球籍”之虞。百年跌宕，百年奋

起。我们见证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第二次

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

了世界；我们见证中国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光明前景；我们见证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

也需要中国”，成为常识更成为共识。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百

年，但在不少地方和平的征程依然荆棘

密布；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但逆全球

化潮流也正在悄然抬头。面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

理体系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当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

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如何作为？“所

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变局中

危和机同生并存，这要求我们要善于化

危为机、转危为安。准确体认变局，把

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顺应变

局，用好发展的时与势。不畏浮云遮望

眼，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中国

可以大有作为。

面向未来，中国的道义与担当不会

改变。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使

命，大有大的责任。连续多年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贡献有目

共睹；“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中国决心坚定不移；“面向

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中国初心始

终不改。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

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

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

愿意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

出贡献。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

努力。中国这个港口，永远欢迎善意靠

岸，也会让正义的风帆畅行无阻。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愿中

国日新日强，愿世界繁荣昌盛。新的一

年，我们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祝福

中国！祝福世界！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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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
梅世雄）“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报告会 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
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会见报告团成员。她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
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广泛宣传退
役军人先进事迹，扎实做好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保障工作，激励广大退役军
人建功新时代，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孙春兰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
今年的新年贺词中特别强调要关爱
退役军人，充分体现了对退役军人
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退役军人
的亲切关怀。要组织好“最美退役
军人”学习宣传活动，充分展示退
役军人永葆本色、奋发图强的优秀
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
部 群 众 学 习 “ 最 美 ”、 争 当 “ 最
美”，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关心退役
军人的浓厚氛围。

孙春兰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
役军人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安置就业、教育培训、待遇保障、
服务管理、权益维护等工作，为退
役军人各尽其才、各展其能创造更
好条件，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
新的贡献。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
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举办，
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干部群众、
现役官兵和首都高校师生代表 700余
人参加。

孙春兰会见“最美退役军人”报告团成员时强调

广泛宣传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扎 实 做 好 退 役 军 人 工 作

时空是一切梦想的舞台。当时间
的指针指向全新的 2019 年，人类探索
未知空间的梦想也迎来了新的绽放。

新年前夕，“洞察”号火星车安装好
测震仪，开始聆听火星的“心跳”；1月 1
日，“新视野”号探测器穿越 65亿公里，
造访太阳系最边缘的“天涯海角”。

1月 3日，来自中国的嫦娥四号探
测器，历经 27天飞行，实现了人类航天
器在月球背面的首次软着陆。

上午10时许，北京航天城飞控大厅
里座无虚席，口令声不时响起。又一出
航天大戏即将上演，此处是导演组，舞
台在 38万公里之外的月背，主角是“嫦
娥四姑娘”，摄像师则是在 44万公里之
外使命轨道上运行的中继星“鹊桥”。

大厅里的巨幅显示屏上，一幅全月图
平面展开，标记嫦娥四号位置的红蓝闪烁
小点，正沿着红色的轨道曲线，一点点接近
此次旅行的终点——月背的艾特肯盆地。

60年前，苏联“月球”三号探测器第
一次传回了月球背面的图片，但复杂地
形和通讯阻隔一直让人类望而却步。
月之背面，成了距离人类最近却又遥不
可及的地外“秘境”。

此刻，跨越星辰，以梦为马，神秘的
“月之秘境”人类已触手可及。

“7500 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
始！”10时 15分，总调度刘冰的声音响彻
大厅。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根据嫦娥四

号实时状态生成的三维动画。画面中，
发动机朝着嫦娥四号飞行前方喷出火
焰，高速飞行的探测器踩下“刹车”，缓缓
掠过月面高耸的山脉、幽深的盆地。

看似慢，实则快。此时，嫦娥四号飞
行速度接近5倍音速，相对月面高度达15
公里。接下来的600多秒里，她要将速度
减到零，并下降到深达数千米的盆地里。

对于执行过嫦娥三号任务的刘冰来
说，这一幕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

嫦娥三号着陆的虹湾是月球上最开
阔平坦的区域，嫦娥四号要抵达的目的地
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也被
公认为月球上最老、最深的撞击盆地，着陆
区大小仅有嫦娥三号任务的二十分之一。

再赴广寒宫，征途路漫漫。5年前，
嫦娥三号着陆月球，将中国航天的足迹
刻在了月球上；今天，嫦娥四号落向月
背，将把人类探测器的足迹印在这片世
界探月的“处女地”。

此刻，跨越星辰，逐梦深空，中国航
天的前进步伐稳健而有力。

时间飞快流逝，大屏幕上标记探测
器相对月面高度的数字不停闪烁。
10000米、5000米、800米、-3000米……
掠过环形山，飞入盆地深处，嫦娥四号
高度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慢，逐渐进
入标记为主着陆区的红色方框内。

10 时 25 分，嫦娥四号转入悬停模
式。悬停在相对着陆区月表 100 米的

高度上，“嫦娥四姑娘”通过降落相机对
月面进行一番观测，自主避障，很快选
定了一块最安全的区域搭建“广寒宫”。

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所有人屏
住呼吸，每一秒都无比漫长。

众人注目下，画面中的嫦娥四号突
然开始加速下降，眨眼之间便稳稳落在
了银灰色的月壤之上，溅起一片月尘。

时间定格在 10时 26分。降落相机
传回第一张照片，从此，人类开始了对
“月之秘境”零距离的凝视。

画面无声，掌声雷动。38 万公里
之外的惊天一落，震动地球上的一颗
颗心灵——

走出飞控席位，74 岁的中科院院
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激动
不已：“落在了靶心，比想象的还要好！”
“开启了人类探月的新征程！”

坚守测控岗位，“90后”的工程师邱
冬阳眼角泪花闪烁，他揉了揉眼，没有
庆祝，便和很多人一样又埋首工作。

嫦娥四号的月面之旅已经开始。
大屏幕上，“动力下降时间”瞬间切换为
“月面工作时间”。在通向未来的时间
线上，两器分离、月背巡视等后续任务
还将继续，嫦娥五号、载人登月等全新
挑战仍将继续。

此刻，跨越星辰，追求卓越，中国航
天人依然星夜兼程，步履不停。

（本报北京1月3日电）

中国嫦娥首探“月之秘境”
—嫦娥四号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飞控目击记

■本报记者 王天益 邹维荣

“最美退役军人”，究竟“美”在哪
里？

今天，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在人民大会
堂联合举办“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和国家机关、
北京市干部群众、现役官兵和首都高
校师生现场聆听了 8位“最美退役军
人”代表讲述的“最美”故事。

原南京军区某雷达旅旅长林上斗
退休后，拒绝大企业的橄榄枝，选择去
贫穷落后的家乡当村支书，带领村民
把曾经的“垃圾村”变成了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贵州省思南县残疾退役
军人王明礼，退伍返乡后在县总工会
工作。当他看到乡亲们生活还很困难
时，毅然辞去安稳的工作，拖着装有钢
板和义肢的双腿在山上的茶园奔波，
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

20年来，天津市银座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贵武不光认下了 16位烈士
母亲，还定下了一个新目标，“要为天
津市所有需要帮助的军人烈士父母提
供无偿住房养老”；因为放牛娃莫格那
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自主择业后原本
打算到四川凉山彝族村落支教一个学

期的谢彬蓉，成为数年如一日给山区
孩子带去知识和爱的“兵阿嫫”（阿嫫，
彝族方言“妈妈”）。

因为“我们维护的线路，和千家万
户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内蒙古自治
区乌海市电业局输电管理处高级技师
郑璐，每年都要在大漠戈壁巡视输电
线路 1400多公里，攀登铁塔 200多座，
还时常在戈壁滩上风餐露宿；因为“有
同事劝我海关商品归类工作专业性
强、难度大，作为女同志，孩子又小，去
个清闲的岗位更适合”，反而激发了甘
露不服输的劲头，用 3个月时间翻烂
1200 多页专业书籍的学习态度，实现
了从军人到海关关员的“华丽转身”。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
爆中队负责人张保国，从部队转业后
就坚持战斗在安检排爆工作最前沿，
某次事故使得张保国全身8%的面积烧
伤，落下七级伤残，然而时隔仅仅两个
月，他又站到了排爆工作岗位上，因为
“身上一块块伤疤的背后，是万家灯火
的平安”；退役后当过保安、司机的陈
堃源一度消沉失落，因为忘不了退伍
时战友“退伍不退志”的嘱托，他重振
士气，凭着诚实守信的良好信誉和敢

打敢拼的吃苦精神，在当地农副产品
配送行业中站稳了脚跟，还带动了退
役军人和军人亲属发展创业。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
样就是一种导向。
“不论他们退役后从事的是什么

工作，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大家还是会
以军人的身份来看待他们，就像称呼
他们为高压线上‘特种兵’、凉山彝族
‘兵阿嫫’，或者‘旅长村支书’，这也说
明了他们离开部队后仍然以一名军人
的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展示着军人的
风采。”聆听了“最美退役军人”的先进
事迹，群众代表王宏十分感慨，“他们
的美，就在于不忘部队的培养，坚守军
人的初心，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奉献、
为民服务，让军人精神、军人品格熠熠
生辉。”
“从他们身上，我对‘退伍不褪色’

有了更真切的理解。”空军某部战士周
伟听得格外认真，“今年我就要退伍
了。脱下军装，只是意味着换个地方
去奋斗，只有珍视军人的荣誉，始终保
持昂扬的状态，才能在人生新的战场
继续冲锋，赢得未来。”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美在坚守军人的初心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柴 华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记者邹维荣
报道：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
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结果于 3
日揭晓，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号”。

嫦娥四号成功落月，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首次
实现地月拉格朗日 L2点中继通信与探
测。为使承担月球背面巡视探测任务的
嫦娥四号月球车名称，充分体现广大群
众乃至全球华人的意愿，由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联合相关单位，共

同组织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
活动，经历了征名提交、评委函审、入围
初审、网络投票、终审评审五个阶段。

在网络投票的基础上，评委进行了
终审评审，“玉兔二号”最终以最高分入
选。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张未、记者
邹维荣报道：记者 4日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
分离后按计划开展了相关工作。截至 1
月 4日 17时，着陆器上低频射电频谱仪

的 3根 5米天线展开到位，德国的月表
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开机测试，地形
地貌相机拍摄的影像图陆续传回地面。

巡视器与中继星成功建立独立数
传链路，完成了环境感知、路径规划，按
计划在月面行走到达A点，开展科学探
测。测月雷达、全景相机已开机，工作
正常。其他有效载荷将陆续开机。

此后，嫦娥四号将迎来月昼高温考
验，巡视器择机进入“午休”模式，预计
于1月 10日唤醒。

嫦娥四号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号”

嫦娥四号部分有效载荷开机工作
“玉兔二号”巡视器继续月背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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