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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史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解决台湾
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
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
着一张 1979年 1月 1日出版的《人民
日报》，头版刊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
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
统一而努力，并提出“尽快实现通航
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
济交流”的政策主张，后被概括为两
岸“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在这
件展品旁边，还陈列着一件印有“想
家”二字的外套，这是1988年1月，台
湾返乡探亲团成员游览长城时穿过
的衣服，这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实
写照。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
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也由来已久，然
而到了 1949 年，由于内战延续和外
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
对立的特殊状态，两岸音讯不通、往
来中断。为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团结
台湾同胞，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
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
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对台政策
是“武力解放”，这一号召得到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积极响
应和拥护。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党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特点，积极
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
能性。1955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外
宾时指出：“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
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
判解决。”1956年后，我国进入一个新
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我们
党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和谈信息，积
极倡导“和为贵”“爱国一家”“来去自
由”等方针政策。进入 60年代，党从
现实出发，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的“一纲四目”原则。只要台湾

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
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此为“一纲”。
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
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
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
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
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
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
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为“四目”。
这一构想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
响。

70 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的签订和中美正式建交，为发展两
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
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
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
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中美关系正
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
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
步摆在我们的面前”。1979 年 1 月，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强调，“我们不再
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希望用和
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后不久，交通部、邮电部、外经贸部、
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
方案以及管理办法，为两岸“三通”做
好充分准备。比如，开办经第三地
对台湾的电报业务、开放对台湾的
长途电话业务、受理寄往台湾的信
函业务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
党和政府积极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紧
张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
态度和愿望，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热烈拥护。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台湾当局
却对大陆的主张持谨慎、迟疑、观望
态度。蒋经国在 1979 年 4 月召开的
国民党内会议上提出对大陆“不妥
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在此框架内，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接触
或交流。毫无疑问，这是不合情理和
违背人心的做法。

随着台湾岛内越来越多民众对

“三不”政策的抵触和不满，而主张缓
和两岸关系、开放探亲、实现“三通”
呼声的日益高涨，特别是不少台湾民
众以不经当局许可的方式回到祖国
大陆的事实，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
整之前的僵化政策。1987 年 10 月，
台湾当局决定有限制地开放探亲。
自此，长达 38 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
绝状态被打破。此后，两岸在人员往
来、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速展
开，推动了两岸“三通”进程。

到 80 年代末，两岸“三通”从无
到有，在邮政、电信、贸易、投资等方
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由于
台湾当局的限制和阻挠，两岸“三通”
仍处于间接、单向状态。推动两岸直
接“三通”，成为两岸人民不断努力的
目标。

90 年代初，我们党重申“尽快实
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大陆和
台湾分别成立海协会和海基会，建立
起良好的协调关系，通过会谈磋商加
深相互了解，积极推动两岸“三通”发
展。1992 年 11 月，两会达成各自以
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在
此基础上，两会还签署了一系列关于
发展两岸关系的协议，由此突破了之
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三不”政策。
1995年1月，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阐明：两岸直接通
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
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
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
加速实现直接“三通”。这一主张对
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引发海内外高度关
注和积极反响。然而，两岸交流的良
好势头却被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
李登辉破坏殆尽。针对“台独”分裂
活动，党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开
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打击了台湾
分裂势力气焰。

进入 21 世纪，党将反对和遏制
“台独”摆在对台工作更为突出的位
置。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充分体现
了党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
定决心。2005年4月，胡锦涛会见中

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了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 60
年来第一次历史性握手。在两岸关
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形势下，大陆方
面实施多项对台惠民政策措施，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加
强，打开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
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海协会
与海基会在 2008 年恢复商谈后，双
方先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形成两岸全
方位交往格局。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2008
年 12月，两岸空中直航、海上直航和
直接通邮正式启动，空运新辟直达航
路，海运无需绕经第三地。这标志着
两岸实现了直接双向全面“三通”，也
开启了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
作局面，为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
益、促进心灵契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战略自信
和战略定力，坚持对台大政方针不
动摇，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
进展。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
记 同 台 湾 地 区 领 导 人 马 英 九 会
晤，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
沟通的先河，为两岸关系未来发
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近年来，我
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强化反“独”促统大势，有力应
对外部挑战，积极推动各领域交流合
作向前发展。

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两
岸关系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但
逆流只能喧嚣一时，并不能改变两岸
关系向前发展的历史大势。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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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多
谋增进同胞福祉之策，多做加强交流
合作之事，多为促进心灵契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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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学习时报）

“两岸一家亲”的真情写照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中，

清明一词有着极其丰富的精
神内涵，它既是一个节气、节
日的名称，也是对思想情怀、
自然景物的描述，同时还是人
们对安定社会政治秩序的一
种美好向往。

宋代词人吴惟信在《苏堤
清明即事》中描写道：“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当是清明节气的时候，杨柳清
风迎面扑来，阳光明媚、草木生
长、万物萌动、气清景明，而清
朗之气不断催生景象变化，使
一切都显得澄澈明净，一切都
显得生机盎然，一切都显得充
满希望。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
始见”。这是古人总结的清明
节气的三种物候特征。

“桐”指的是白桐树，“华”
即喻指花之意。唐代诗人白居
易在《寒食江畔》尾联中写道：

“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邽明日是
清明”，桐花仿佛是一个个小喇
叭，吹响了春天到来的盛大交
响曲。

“鴽”即为鹌鹑，田鼠怎么
会变为会飞的鹌鹑呢？这是古
人特有的思维理解方式，古人
认为属阴的田鼠不见了，而属
阳的鹌鹑开始出现在枝头，这
是一种阴阳转换的征兆，惟有
春天这个魔法师才有此神奇力
量、绝妙手笔。

“虹始见”更具美感，天地
经过雷电雨水，终于不再阴霾
无边，雨过天青如新镜，一条
久违了的五彩斑斓彩虹映入
人们眼睛，不仅明媚了整个天
空，也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美
好想像。

杜牧的绝句《清明》是国人
耳熟能详的一首佳作，历千年
而弥新。“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不仅
勾起了人们祭祖寻根、孝亲敬
老的绵绵情愫，也唤醒了一个
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乡土记
忆、情感记忆、生命记忆，从而

始终告诫我们要知其所来、识
其所在、明其所往，让血脉相传
与道德相传同鸣共振，让人情
表达与文化表达相互交融，从
而在每年此时草木吐故纳新之
际，留住那家庭肃穆人伦亲近
的自然欢快时刻，让人们在度
过一个极具有仪式感的节日同
时，心灵更加充盈、精神更加丰
富、亲情更加饱满。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在这
一天踏青、放风筝、荡秋千、蹴
鞠、拔河……不辜负每一个和
煦春天的到来，不仅能够有效
舒解释放“冬藏”的沉郁，也极
大激发集聚了走向“春生”的动
力与活力。对此，宋人程颢曾
进行了形象描写：“芳原绿野恣
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
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
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
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
不妨游衍莫忘归。”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
红 轩 刺 史 家 。”这 是 白 居 易
笔 下 清 明 夜 的 景 象 。 当 是
清明政治的时候，其所表达
的含义也实现了从自然、风
俗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的转
移、延伸。

“小甔有米可续炊，纸鸢竹
马看儿嬉。但得官清吏不横，
即是村中歌舞时。”只要瓦罐里
有米可以继续烧火做饭就很满
足，闲来无事就看看儿童们放
风筝、骑竹马嬉戏玩耍，就是幸
福。只要官员清廉、差役不横
行霸道，就是农村太平祥和的
时候。陆游的这首《春日杂
兴》，字里行间流露出忧国忧民
的情怀，写出了对政治清明的
美好向往。

“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
其上也”。对一个国家而言，政
治清明是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发
展进步的基础。努力建设乾坤
朗朗、海晏河清的清明世界，始
终是中华民族的永恒追求。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

华夏清明万物生

■记者 杨珮珮
通讯员 伍世耀

本报讯 当前，根子镇卫生
院持续稳步推进辖区 60 周岁及
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工作。4 月 3
日，根子镇卫生院开展“送苗到

家”行动，上门为根子镇上坑村
委会 105岁高龄老人梁奶奶顺利
接种新冠疫苗。

当天，根子镇卫生院流动接
种服务队到根子镇上坑村委会
105 岁高龄老人梁奶奶家中，
医务人员为老人进行一系列的

健康检查，并详细询问老人身
体情况，检查结果老人血压、
心律等指标都正常。经评估，
老人健康状况良好，符合疫苗
接种条件。在签署同意书后，
老人顺利接种了第一针剂新冠
疫苗。

接种疫苗后，根子镇卫生院
流动接种服务队人员留下观察老
人 30 分钟，未发现老人有不良
反应才离开。在此期间，医务人
员给梁奶奶及其家人耐心讲解疫
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悉心叮嘱
他们，老人接种后要多注意休

息，饮食清淡、多喝水。
据了解，根子镇卫生院针

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特点，组
建 2 支 流 动 接 种 服 务 队 ， 送

“苗”到家，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安全、
有效的接种服务。

根子镇卫生院送“苗”到家

105岁老人顺利接种新冠疫苗

■记者 周缅

本报讯 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
平安建设、反邪教、禁毒的积极性，增强
群众识邪、防邪、反邪、禁毒的意识和能
力，近日，化州市宝圩镇组织综治办、派
出所、义工团等 30 多人到圩镇人流密集
处开展了平安建设、反邪教、禁毒主题
宣传活动。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通过
设置宣传摊位、拉宣传横幅、入户宣传等
方式，贴近群众，宣传平安建设、反邪教、
禁毒等知识。

活动宣传期间，该镇领导走近群众，
向广大群众介绍“什么是平安建设”“什么
是邪教”、“邪教对社会的危害性”、“电信
诈骗手段主要有哪些”等相关内容，并发
放平安建设、反邪教、电信诈骗、禁毒、法
制宣传等宣传材料1000余份。

本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平安
建设以及邪教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群众
的安全防范意识，为营造平安、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宝圩镇积极进行
反邪教和禁毒宣传

■记者 潘雪梅
通讯员 黄仁驹 李沛
本报讯 日前，高州市在南塘

镇村头坡村召开农业生产托管现
场会，展示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创
新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在现场会上看到，几台打
田机和插秧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
一派繁忙的农业机械化春耕景象。

据了解，这片土地是高州市
供销社在南塘镇设立的农业生产
土地托管示范基地，总面积 150
亩。基地采取“公司+联合社+专
业社+村两委+农户”五位一体联
动服务模式，把供销社经营优势
与专业社服务优势、村两委的组
织优势有机结合，在尊重农民意
愿的基础上，坚持集体所有、承包
关系、受益主体“三不变”原则，按
照“托管自愿、有偿服务、利益共
享、形式自由”理念开展托管。由
高州市供销社属下高供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耕、种、
防、收全程机械化服务，高州市农
业生产资料配送有限公司为基地
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业务。

“我们对水稻的托管业务，包
括提供打田、防治、收割等，全程
机械化耕作，可以节约农民生产
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高州市供
销社主任何高华表示。

刘润生是村头坡村的一名群
众，家有不到一亩田，目前全部交
由高州市供销社进行托管。他
说，托管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有
效保障农民收入，“自己耕作时，
要请人打田、收割，还有肥料支出
和自己的人工，一亩田计算下来
都要几百元。托管后，可以降低
人工成本，肥料成本也降低，这种
做法利好农民。”

据南塘镇村头坡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志华介绍，该
村农业生产土地托管示范基地
涉及 8 个生产队 243 户 2112 人，
未 来 可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多 个 村
庄，托管服务面积可达 1230 亩，

“我们村平时在家的基本都是
老者居多，年轻人都在珠三角
打工，所以丢荒弃耕的现象比
较普遍。现在土地托管，可以
保障农民有粮食，政策很好，群
众都很欢迎。”

高州市作为农业大市，也是
人口大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
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农民务工与种地的矛盾日益突
出。高州市供销社推出的农业生
产土地托管业务，创新了供销社
为农服务方式，拓展了服务领域
和水平，为调整该市农业产业结
构、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科学种
植水平，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有效破解了
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难题，进
一步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
供给侧调整，保障了国家粮食生

产安全。
据了解，高州市供销社系统

将在全市铺开土地托管业务，今
年计划托管荔枝、龙眼面积达到

2.5 万亩，水稻 3 万亩，通过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促进高州农业生
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
振兴。

高州创新为民服务方式

推进农业生产托管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李攀

本报讯 日前，茂南区消防救援大队双
山三路站接到茂名中医院的求助电话，称
急诊室接收到一个被铁耙贯穿小腿的病
人，需要消防的协助进行紧急处理。

急症室里，一名 15岁的男孩子平卧在
手术台上，一个耙齿约13厘米长的铁耙直
插入男孩的左小腿里。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与主治医生商议
救援方案，决定先由医护人员为男孩打止
痛针，用湿布覆盖住受伤处周围裸露的皮
肤，再由消防员对耙齿进行切割，并用喷壶
对切割部位进行降温冷却。

切割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一直注意
男孩的反应，防止切割过程中对其造成二
次伤害。5 分钟后，成功将耙齿切断，然后
交由医生送入手术室进行处理。

目前耙齿已被成功取出，男孩无生命
危险，状态稳定。茂南消防闻警即动，竭诚
为民的良好形象受到当事人家属的感谢和
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

铁耙贯穿男孩小腿
茂南消防紧急救援

插秧机正在农业生产土地托管示范基地耕作。 通讯员 李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