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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记者朱基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 3 日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
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
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
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
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
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
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
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

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
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
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
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
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中国历史研究
院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
会上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责任感使命
感，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团结凝聚
历史研究英才潜心治学、研以致用，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
究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
基础组建，下设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部和考古研究所、古代
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
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
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
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职责。

习近平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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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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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
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
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
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
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
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在
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
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
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

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
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
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
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
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
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
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
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19年1月2日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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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当听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时，许多台胞表示，
自己的心头涌上暖流，化解了冬天的寒意：这
就叫骨肉同胞，这就是“两岸一家亲”。

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4000余字的讲话有高
度，有温度。一句句暖心话，体现了他对
台湾情况和社情民意的深入了解，对台湾
同胞的关心关怀，其情也真，其意也切。

习近平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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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
遇和社会环境，有特定的心态，我们完全
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抚平心灵创伤需要

真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智慧。习近平的
讲话充满了真情与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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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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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大

陆方面通过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让台胞台企感受到家人
的关心与温暖。“31条惠及台胞措施”出台
了，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取消了，台湾居
民居住证开放申领了，众多台企享受着税

收优惠、资金补助并参与研发计划和政府
采购等项目，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正来祖
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就连在海外遭
遇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的台胞也在我驻外
使领馆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刚刚过去的
2018年，800多名台胞考取了大陆诸多热门
行业职业资格，与大陆同胞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100 多名台湾同胞获得“三八红旗
手”“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 等
荣誉称号，他们为这块土地洒下汗水，也
收获了鲜花和掌声。

谈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两岸要应通尽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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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
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去年8月，当福建的一泓清泉通过海底管道
到达金门喷涌而出时，金门的父老乡亲热
泪盈眶，激动不已。这项工程解决了长期
困扰他们的吃水用水难题，给台胞带去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两岸关系增添了共饮
一江水、亲情比海深的佳话。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
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两岸同胞更应携手同
心，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起过上更加富足美好的生活。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家里事，家里人商量着办
■ 柴逸扉

人类首次！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背
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月背影像图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1月2日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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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阐述了中国在新时代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
主张，指明了两岸关系未
来的发展方向，彰显了大
陆推动和平统一的信心和
决心，在国际社会和海外
华侨华人中引发如潮热议。

为两岸关系未
来指明方向

“系统性、开创性和针
对 性 ， 是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
年纪念会上讲话的三大特
点。”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
教授李斧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令他印象深
刻的是：讲话回顾了两岸
关 系 过 去 70 年 的 发 展 历
程，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
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特
别是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5
点主张，为两岸关系未来
指明了方向。

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反复
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内
容，他表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非常有针对性。首先对
国际社会来讲，讲话再一次
宣示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
坚定如初，体现了中国政府
和平统一的自信和决心。同
时，也向国际社会昭示原
则，两岸和平统一问题是中
国内政，中国的国家核心利
益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干
涉。其次，对台湾同胞而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讲话
非常接地气，讲人情，情真
意切，展现了中国大陆政府
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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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又一梦想成功“落地”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
器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
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四号的
成功着陆，是人类又一个航天梦想的成
功“落地”。

“我们是幸福的追梦人”

3 日 11 时 40 分，通过“鹊桥”中
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着陆器
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
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
图片。大胆创新、努力攻关，这是中
国航天人让梦想奔跑起来的强大动
力。年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
学家孙家栋院士说：“这一刻，我们都
是幸福的追梦人！”

玉兔二号留下第一道印迹

3 日 22 时 22 分，嫦娥四号着陆器
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

（即月球车） 顺利驶抵月背表面。着陆
器上监视相机拍摄了玉兔二号在月背
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并由“鹊
桥”中继星传回地面。据介绍，嫦娥
四号着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
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图为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
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巡视器
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新华社发 （国家航天局供图）
（详细报道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