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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台湾同胞”，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用这个春风般温暖
的称呼，吹皱了两岸的乡愁，吹融了海峡的坚冰，
吹开了历史的新页。从那天起，金门的炮声不再回
荡，两岸的藩篱开始松动。从台商绕道香港回到大
陆，到台湾当局开放老兵探亲，从两岸“三通”到
大陆游客赴台，两岸交流从春水涟漪，逐渐汇成浩
浩荡荡的历史大潮。

亲情割不断

“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
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
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
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1979年，人在香港的台商黄紫玉看到 《告台湾
同胞书》 里的这些话，下决心要协助大陆开拓两岸
贸易。在台当局严禁台商投资大陆的年代，她不顾
家人反对，赴福建厦门投资。后来，她的生意做到
了上海、山东、北京，并成了台商中的第一位全国
政协委员。多年后谈及初衷，黄紫玉说，那是“家
国情怀使然”。

“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
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
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
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告台湾同胞书》
这段深情告白，引发台胞多少共鸣。上世纪 80 年
代初，第一批台商冒着被台当局起诉的风险，冲破
重重阻力，以港资、外资的名义辗转登陆，是看到
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更是受到了家人亲情的动人
感召。

割不断的亲情，正是两岸交流最原初的动力，
这力量坚韧如种子，能撬开巨石，钻破坚冰。1987
年 5 月，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成员身
穿写着“想家”的上衣，在街头发送“骨肉隔绝四
十年”传单，每举办座谈会都有几千人参加。国民
党老兵的无声哭泣，终于换来台当局开放探亲的政
策。两岸民间交流的大门一打开，就越开越大，再
也不会关上。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
兮，只有痛哭！”“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
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两岸血
浓于水的亲情，在传唱的诗歌中，在台商的投资
里，在亲人思念的泪水中，是汶川地震时台胞的大
爱援手，是台胞滞留日本机场时大陆领事馆的一视
同仁。无论政治如何变迁，两岸永远是骨肉天亲，
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这个事实不会变，
两岸关系的发展大势就不会变。

大义不容辞

《告台湾同胞书》 说：“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
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
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
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摆在我们
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两岸
问题复杂而艰巨，但两岸中国人不能回避，不应回
避，因为那是民族大义所在，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要解决两岸问题，需要两岸中国人下定决心，拿出
诚意，想出办法。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两岸海基会、海协会先后
成立。在两岸官方无法直接接触的年代，这两个民
间机构为两岸交流做出了独特贡献。1992 年，海
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九二共
识”。“九二共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求同存异、搁
置争议的智慧，其核心就是两岸双方都承认大陆和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有了“九二共识”，两岸官方就有了对话的政治
基础。1993 年 4 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
谈，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首次以民间名
义进行的公开会晤。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连战访问大陆，国共实现了跨越一甲子的历史性握
手。2008 年，两岸两会实现了中断 9 年之后的复
谈，此后7年间，两岸签署23项协议，国台办和陆
委会建立沟通机制，乃至 2015 年两岸领导人实现
历史性会面，“九二共识”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通
关密钥”。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40年来，经过两岸同胞
的共同努力，《告台湾同胞书》 所提出的许多政策
主张都已经变为现实。两岸交流成就斐然。两岸
实现了“大三通”并签订了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ECFA）。截至 2016 年底，两岸人员
往来累计近 1.17 亿人次；两岸同胞通婚已近 38 万
对，近百万台胞在大陆工作、学习和生活；大陆
商务部历年来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近 10 万个，台
商赴大陆投资已经超过 1500 亿美元，实际使用台
资近 700 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大岛外投资目的地。今
天，两岸交往领域之广、社会联系之密、利益交融
之深，前所未有。

青山遮不住

“我们如果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
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
们。”40年前，《告台湾同胞书》已经勾画了两岸和
合的美好愿景。

40 年来，历史已经一次次地证明两岸和则两
利、分则两害的朴素真理。当两岸进入和平发展轨
道，赠台大熊猫给台湾带去欢笑，大陆赴台游客给
台湾带去人气和真金白银，服贸协议给台企带去优
惠和机遇，大陆紧急采购解了台湾果农的燃眉之
急，台湾石斑鱼和虱目鱼顺着海水游上了大陆民众
的餐桌。

当李登辉、陈水扁喊出“两国论”“一边一
国”，台海横生波澜，台湾社会被仇恨和与恐惧所
困，加上蓝绿恶斗，岛内陷入内耗空转。当蔡英文
拒绝“九二共识”，两岸官方沟通机制随即停摆，货
贸协议搁浅，两岸互信损耗殆尽，大陆游客断崖式
下跌，岛内饭店歇业，游览车停运，南部农产品滞
销。当台湾想推开大陆市场，“新南向”连连碰壁，
伤害经济民生，坐失发展良机。

不论岛内政局如何变迁，大陆对台方针不变，
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心意不变。中共十八大以
来，面对岛内“台独”势力抬头，两岸关系趋于复
杂严峻的形势，大陆仍积极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2013年至2017年上半
年，两岸累计贸易额达到 8512.3亿美元；两岸货币
清算机制建立，台湾银行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全
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
保护法》，为台湾同胞投资兴业创造更加便利、公平
的法治环境。各地各部门积极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
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市场……

2018年 2月，大陆发布“31条惠及台胞措施”，
为在大陆生活、工作、经营的台胞和台企提供与大
陆同胞、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31 条”实施近一
年，有1000多家台企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税收
优惠，100 多家台企获得工业转型升级、绿色制
造、智能制造等专项资金的支持，800 多名台胞考
取了多个热门行业的职业资格，100 多名台胞获得
各地“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等各类荣誉……

感受到大陆愿同台胞分享发展机遇的真心实意，
越来越多的台胞台企特别是台生台青选择来大陆发
展，实现人生理想。2018 年，台生报考大陆高校的人
数、台青来大陆就业实习的人数，以及由大陆就业创
业机构提供服务的新增台企数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那一刻，历史的车轮加速
了转动，一往无前。数十年来，两岸关系跌宕起
伏，但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因为两岸是密不可
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为两岸同胞对更加
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对两岸关系走近走好的一致
向往，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本报北京2018年 12月 31日电 （记者柴逸扉） 2019 年 1 月 1 日，
“香港中联办”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这是香港中联办信息公开的
又一重要平台，也是“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的“e服务”平台。

“香港中联办”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简
称。作为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特区的机构，香港中联办一直忠诚履行中
央赋予的重要职能，努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
香港建设好”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积极作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在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为确保“一国
两制”在港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不懈努力。

微信公众号上线后，香港中联办将形成“一网一微”的官方新媒体传
播形态。公众号力求权威发布、贴心表达，通过“微官网”“微资讯”“微服
务”三个栏目，宣介“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政策，聚焦中央、香港和
中联办重要信息，介绍国家和香港发展成就以及两地交流合作成果，讲
述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并为市民提供相关网上办事服务。

真要佩服勤奋敏感的台湾媒体
同行，在海量的自媒体信息中，打
捞起一首新创歌曲 《我要去高雄》，
听听歌词：坐在码头望向东，海的
那头是高雄，港都夜色惹人醉，四
季鲜花没有冬，西子湾啊美如画，
摩天轮里是爱情……我要去高雄，
心情超轻松……相信听到这首歌的高
雄人心情也轻松吧？新任市长韩国瑜
也会心一笑吧？

高雄人可能想不到大陆网友对高
雄如此熟悉，就连笔者都惊讶这个熟
悉度，隔着台湾海峡，对“望向东”
的高雄之美如数家珍。一个城市，吸
引外来人的无非是山水风景、地标建
筑、特产美食。《我要去高雄》 一首
短歌，既有西子湾，又有八五大楼，

也没落下香蕉芒果，字字皆是高雄印
迹，作高雄的主打歌和高雄人的思乡
曲丝毫也不违和。这样的歌曲却来自
大陆的民间创作，两岸之间的了解融
合可见一般。此时，同文同种、同宗
同源、两岸一家亲绝不是政治口号，
它就是与生俱来的血缘与文化的力
量。隔着历史血泪和政治障碍，两岸
百性也可读懂彼此之生活，既喜欢香
蕉芒果，也向往涮肉烤鸭。

细心的台湾媒体解读 《我要去高
雄》 暗合了高雄新市长韩国瑜的政
见，比如韩国瑜的三大口号之一是

“让人进来”，“爱情摩天轮”也出自
韩国瑜的“爱情产业链”计划。韩市
长的理念与大陆民众企盼相符绝对是
双赢妙计，高雄实现了“人进来”，

大陆民众开开心心游高雄，受到友好
对待，留下“爱”的记忆。

如果将这段佳话解读为市长“倾
中”、大陆“统战”就是脑残吧？但
台湾真有这样的大脑，正如国台办发
言人近日所言：“台湾有一些人浑身
充满了‘政治细胞’，已经沦为了

‘政治动物’，他们不懂得什么是高山
流水遇知音，他们也不相信人间自有
真情在。”现有一例：近日有大陆旅
客带火腿、香肠等肉制品进入台湾被
扣，这完全是个案，或因不了解或抱
侥幸心理闯关，是每个入境地都会发
生的事情，但台湾民进党籍民意代表
邱议莹竟然声称这是大陆向台湾发动
的“生化攻击”，这么没有常识的谬
论出自拿着高薪的政治人物之口，不

知投她票的选民作何感想。就算政治
打手，这样的口水攻击也只能沦为笑
柄。邱称 2018 年年 11 月份“中国邮
寄至台湾的数量异常增加”，她认为
这些邮件也有可能是“生化攻击”，
照此逻辑，《我要去高雄》 就是大军
压境了，韩市长“让人进来”就是“台
奸”了。有如此错乱的政治大脑，所
有的疯言疯语我们就见怪不怪吧！

岁末寒冬，一首网传的小歌 《我
要去高雄》温暖两岸，“生化攻击”说就
当作“弄臣”逗乐吧！总之，两岸人民都
要过好日子，我们高兴着呢！

“我要去高雄” 温暖这寒冬
陈晓星

日 月 谈

“香港中联办”微信公众号元旦上线

香港“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再启动
本报香港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12月28日宣布启

动第二期“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公开招募 18至 35岁、有志服务社会
的青年人加入政府咨询委员会。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说，“青年
委员自荐计划”已经常规化，每年会进行两次招募，目标是在本届政
府内把18至35岁的青年成员的整体比例提高至15%。

为鼓励青年议政论政，特区政府于2017年推出“青年委员自荐计划”。
第二期计划28日启动，参与的委员会有十个，包括扶贫委员会、促进种族和
谐委员会、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各开放两个名额予以
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评审工作将于2019年第二季完成。

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表示，本届政府致力做好与青年“三业三政”，
即关注青年的学业、事业和置业，并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和参政。“青
年委员自荐计划”自推出以来，社会反应良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早前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计划实施以来，特区政府各司局下辖
咨询和法定组织中的青年成员比例已从2017年年底的7.8%上升至目前
的9%，进展理想，本届政府内再达至15%的目标是可期的。

元旦日家书一封 四十年情动两岸

叫一声“亲爱的台湾同胞”
本报记者 王 平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
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和有关政策，标志
着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发展，是指导
两岸关系的历史性文献。2019 年 1 月 1 日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国务院台
办、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
述 40 年来发生在两岸同胞间的动人故事，
总结4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和经
验，宣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特别是新时
代发展两岸关系的新主张，鼓舞两岸暨港
澳同胞、海外侨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活动时间：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1月31日。截稿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

征文形式：议论文、记叙文均可，每
篇一般不超过1500字。

投稿请寄：人民网邮箱 tw@people.cn
中国台湾网邮箱 cross40@126.com
欢迎踊跃投稿。优秀征文将由人民日

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海外网、
两岸关系杂志、中国台湾网选择刊登。

征文结束后，由专家组成评委会评出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颁发证书及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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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受连日来的强冷空气影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气温持续走低，雪势进入最强时段，为最近10年最
强的一次降雪，雪景美不胜收。当地民众纷纷走出户外赏雪、玩耍，
开开心心度过元旦假期。据悉，当天贵州省全境共33个县 （市） 降下
大雪。图为一群少女在戏雪。 欧阳光林摄 （人民视觉）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大
学一场大巡游让紫金港校区成了
欢腾的海洋，各个院系的学子纷
纷亮出拿手绝活，展现新时代的
精神风貌。雪后的校园一片洁
白，到处跃动着青春的旋律，洋
溢着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

图为浙江大学的留学生们集
体踏雪巡游，迎接新年。

潘海松摄 （人民视觉）

戏雪乐

近年来，河北省临西县不断推进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在辖区19
个村试点设立乡村“健康小屋”，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慢性病防控等
服务。图为近日在临西县周楼村“健康小屋”内，医护人员指导村民
利用康复器材锻炼。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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