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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递速
■亲历者说

1980 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员合影。左二为乐美真。 图/受访者提供

（上接5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
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
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
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
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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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指出，“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
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
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
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
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
任何外来干涉。

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
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
施。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震慑
“台独”和外部干预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
加大对台湾实施常态化巡航，按照台湾防
务部门公布的数据，从2021年1月1日至
12月 31日，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海巡航共
计239天，961架次，是近年数量新高，仅
12月就有24天86架次。

参与巡航的解放军军机有：歼-16战斗
机、苏-30战斗机、轰-6轰炸机等。

台防务部门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解放军
近期首度派出运-20平台飞机赴西太平洋
进行演训，航母辽宁舰也穿越宫古海峡执行
远海训练，展现出了扼守、控制战略要道的
能力。

报告同时认为，随着解放军新型舰艇陆
续列装，其对台海周边进行封锁控制、以及
反介入的能力正日趋完备。报告同时承认，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的行动使台军的
负担正不断增加。

除了舰机巡航台海外，实际上2021年
以来，解放军多次公开宣布在台海方向进行
战备警巡和实战演练：

如 8月 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
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
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
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
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9月 17日，东部战区出动包括作战舰
艇、预警机、轰炸机等在内的海空兵力，在台
岛西南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和实战化演练。

11月9日，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
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
兵种联合作战能力。

11月 26日，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持
续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新闻发言人施毅陆
军大校强调，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台海局势
的必要举措。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
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反击任何外部
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曾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
拉清单。”这句话是对当时伪军和汉奸的警
告。如今，这句话成了大陆人民对台湾那些

“台独”顽固分子的警告。而且，这句警告还
变成了现实。

今年 11月 5日，大陆方面终于拉出了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作出惩治规定。第
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包括台行政机构
负责人苏贞昌、民意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台
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根据惩治规定，大
陆方面依法对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
实施惩戒，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
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
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它必
要的惩戒措施。

大陆对清单中“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
戒，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对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震慑。而对“台独”顽
固分子的惩戒表明，对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行径，中国政府和14亿人民绝
不容忍，凡是胆敢以身试法者，必将依法受
到惩戒。

■ 统一进程向前再迈出一步

2021年对于中国推进统一进程而言，
无疑又迈出一大步。

多位学者表示，党的十九大之后，大陆
在对台政策上出现了微妙变化。这一变化主
要表现在从过去的“防独”转成了“促统”。尤

其是2021年，大陆促统政策开始渐渐落实
了，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促进国家统
一，已经放到了中央的决策议程上了。而比
较明显的信号，应该就是10月 9日辛亥革
命110周年纪念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基调就是要推进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
最近国台办也有一些动作，比如，明确提出
来要追究“台独”分子的终身责任，打击资
助“台独”的金主企业。另外，国台办副主任
宣布了解决台湾问题以后，台湾的军费、

“外交费用”全部转入民生使用，大陆媒体
也给出统一后台湾老百姓的收入每年可以
增加两万新台币的数据。“也就是说，大陆
这边开始认真地考虑怎么促统了，由想法
变成了行动。”

对于2021年中国统一迈出一大步，学
界还有两个评判标准，就是尽管在台湾当局
出台各种阻挠两岸交流政策、法规情况下，
来大陆经商、就读、就业、生活的台湾同胞依
旧络绎不绝，两岸融合发展更加深入民心。

而另一个能表明统一步伐加快的标志，
是 2021年 12月 10日，尼加拉瓜宣布与台
湾“断交”，并随即与中国中央政府复交。

按照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主体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一是，独立地参加国际关系的能
力；二是，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能
力，如缔结国际条约的能力。上述两个条件
台湾都不具备，所以台湾甚至都不是国际法
主体。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普遍遵循的规
则，要成为主权国家，必须被国际社会普遍
承认。而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尼加拉瓜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复
交，意味着承认台湾的国家又少了一个，而
承认它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又多了一个，这
也间接体现了中国统一进程，从国际层面
讲，其实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021，统一和反“独”齐头并进

本报讯（记者 照宁）1月1日，2022年闽台青少年共赢冬奥
研学营在厦门开营。150位两岸青少年同学、同玩、同住、同拼
搏，近距离接触奥林匹克赛事，感受奥运精神，感受大陆日新月
异的发展。

本次研学活动聚焦冬奥主题，为期2天1夜，两岸青少年进
行随机组合、以项目参赛方式进行交流体验及竞赛获奖展示。活
动中，学员们学习了冬奥会知识，沉浸式体验结合了动静之美、
取舍之智慧的冰壶和快节奏强对抗兼具观赏性的冰球，以及极
其考验控制力的滑雪和射击等竞赛项目，还参观了厦门奥林匹
克博物馆。

在厦台胞参营选手姜孟洁则表示，希望中国借助冬奥这个
圣火之光，把新冠打败，然后中国队也可以取得胜利。

“本次研学营是一次两岸青少年共同为北京冬奥会助力的特
别研学活动。”活动负责人王珺瑜表示，希望以此次冬奥研学营为
契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促进心灵契合。

闽台青少年冬奥研学营在厦开营

本报讯（记者 照宁）1月5日，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到了，词曲
清雅的南音，响彻厦门市翔安区第六实验小学里，为校园平添
一份古典之美。这是两岸非遗传承人，来自台湾的林素梅和厦
门非遗传承人欧丽华一起携手与厦门课后延时服务做的“加
法”。

六年级的王佩茹学习南音已有3年，上完课还不过瘾，凭着
课上学习的印象，下课后时常哼起曲调。“之前我仅用周末的时
间学习南音，现在自从它走进校园的课后延时服务，我每天就都
能学习，这真是太好了。”王佩茹说。

“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是从儿时萦绕在耳边的乐声开始的，希望孩子们能从好奇到了
解，最终发展成热爱。”林素梅表示，接下来将和欧丽华从中小学
语文课本中选取诗词，比如《静夜思》《渔歌子》等，配上南音传统
曲牌，与厦门各个学校不断地尝试常态化南音等两岸非遗项目
的教学进入课后延时服务。

据了解，厦门课后延时服务主要是辅导作业或引导自主学
习，缓解学生放学后“无人接管”的窘境，为学生家长解除后顾之
忧。目前，除南音外，歌仔戏、闽南童谣、高甲戏、答嘴鼓、宋江阵等
两岸非遗特色项目都将走进厦门各校园的课后延时服务课堂，让
非遗文化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变成栩栩如生的实践活动。

“两岸非遗传承人携手走入厦门课后延时服务，让教学与
传统文化相辅相成，也让厦门娃和台胞孩子融入其中，更多地
了解闽南文化。”厦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也是一种
有益尝试，孩子们在课后学习汲取非遗传统文化的同时，得到
了更优质的服务，综合素质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一定意义上更
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

两岸非遗传承人走入厦门课后延时服务

2022年元旦，有“台湾综艺一姐”之称的67岁资深演员方
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方芳在抖音上发布了这段
视频，视频中的方芳眼含热泪，称自己完成了父母的心愿。

方芳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在填表格时“就是籍贯安徽省全
椒县、住址台湾省桃园县”，她还称自己的父亲终其一生希望
能够有一天带她回家，这次完成了父母的心愿。“女儿已经代
你们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方芳在视频中说道。

据此前报道，方芳11月初开设了抖音账号与粉丝互动，在
短视频中她称自己这一年半以来都在大陆，在这里住得十分
安心。她还说，自己深深体会到“落叶要归根”的意义，还特地
发文标注了“祖国统一”的字眼。

方芳曾宣布自己在大陆成功领到了台湾居民居住证。在她
1月1日发布的这段观看升旗视频的结尾，她也手握着这张居住
证，向远方注目，并在视频中配文：“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还做
中国人”。 （修菁）

台湾艺人方芳看升旗了父母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新年贺词中讲到，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央对台工作的老兵，我
对总书记的这句话感同身受。43年前，我作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恢复中央对台工
作领导小组的首批工作人员，见证了在党和
国家对台战略转移到和平统一的大背景下，
以全国政协名义向台湾同胞发表首封《致台
湾同胞春节慰问信》的整个过程。

回顾走过的道路，伴随祖国大陆综合国
力的增强，对台政策的吸引力，我深信，祖国
终将统一，正如当年邓小平同志所讲，只要
大陆政局稳定、政策稳定、政策见效，顺应两
岸人民的需求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台湾回归
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完成。

■ 由全国政协向台湾同胞发出
的声音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
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和平的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同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
席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上郑重宣
布：今天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
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背后的一
个核心动因和内在逻辑，反映的却是党和国
家战略转移及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行。

此前的一年，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这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在这年的
12月15日，中美签订了《中美建交公报》，美
国政府承诺对台湾“废约、断交、撤军”，中美
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告台湾同胞
书》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国家和平统
一事业的标志性开端，它向世界宣告：“统一
祖国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谁也
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为适应这个工作
方针需要，1979年12月27日，中央恢复了中
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
志任常务副组长，后调汪锋为专职副组长。

邓颖超同志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后，雷厉风行。在1980年元旦举行的全国
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她表示，《告台湾同胞
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
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而是完全是以中华
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的，要动员全党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对台
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
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
中央的参谋、助手。

茶话会后，她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会上，她提
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发
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
信》，向台湾同胞发出中
共对台方针的清晰立场，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协力
推动祖国统一。对台领导
小组成员对发表这封慰
问信也达成了共识，慰问
信草稿当场拟出，并综合
领导小组成员们的意见，
在会上定稿。会议决定，
在这年的 2月 15日，即
除夕当日，由五届政协
全国委员会发出这封《致
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

“台湾同胞具有爱
国的光荣传统。反对‘两
个中国’，反对‘台湾独
立’，反对分裂，争取祖
国统一，这是全国各族
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共同意志。希望台
湾各界人士继续努力，
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
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
实现通邮、通商、通航。希
望港澳同胞、国外侨胞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大
家做中国统一的促进派。我们也希望台湾当
局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给台湾同胞以民主爱
国的权利，共同走爱国统一道路。”

“亲莫过于骨肉，痛莫大于分离。台湾海
峡本来是中国人民往来的通道，现在却成为
隔绝我们的鸿沟，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血浓于水，骨肉情深。台湾大陆，唇齿
相依。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更加团结
一致，为争取早日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而努力。我们坚信，在八十年代一定能够同
台湾同胞共度新春佳节！”

……
今日再回看这封慰问信中的这些话语，

仍具有直抵人心的温度和力量，我想对彼时
的台湾同胞也是有触动的。这封信发出后，我
们收到了岛内以及海内外台胞侨胞的热烈反
馈。信中提出的两岸实现“通邮、通商、通航”
也在1987年实现。1987年10月15日，台湾
当局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
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台湾民众可赴大
陆探亲。自此，两岸正常交流的大门被打开，
台湾同胞终可以和祖国的亲人团聚。

■ 成立台胞联谊
会，发挥台湾同胞的能
动性

1980年元旦举行的中
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上还决定，中央对台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对台办”）搬进中南海办
公。当时，对台办只有杨荫
东、王亿、耿文卿和我四位
工作人员。会议第二天，我
们四人就动手布置新办公
室，装电话，办理进出中南

海的证件，连夜整理好档案。第三天，就搬进
了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并向邓颖超
同志报到。就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
新年的爆竹声中，中央对台工作进入了快车
道。

恰逢其时，浙江省率先成立了台湾同胞
联谊会。消息传到中南海，邓颖超、廖承志等
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同志对这一自发产生的
群众团体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它的出现，
有助于打破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状态，作为党
和政府联系和沟通台胞民众的民间纽带和
桥梁。考虑到台盟是历史形成的党派组织，
可继续发挥其民主党派的作用。因此，邓颖
超同志提议建立一个在中共领导的全国层
面联系在大陆台胞的民众团体，即成立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开展各项工作。

我作为落实这项工作的对台办工作人
员，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彼时正在河北省
廊坊地区地委挂职，有归国华侨和台湾同胞
身份的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请她来京筹
备成立全国台联。

1981年12月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
百多位台胞代表受生活在大陆的全体台胞
的委托，通过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章程》，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为全国台联的
使命指明方向：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是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中华全
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宗旨是，发扬爱国主
义精神，广泛联络国内外台湾同胞，增进乡
亲情谊，同心同德，积极促进全民族的大团
结，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
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
高度文明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
贡献力量。

此后，全国台联成立作为在大陆台湾同
胞之家，密切联系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
胞，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配合有

关部门按照法律和政策妥善处理，关心和协
助定居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返乡探亲、扫
墓、访友、定居和进行各项交流。同时，广泛
团结联络台湾岛内、港澳和海外的台湾同
胞，增进乡亲情谊和台湾人民福祉，协助他
们在祖国大陆投资、求学、就业、兴办公益慈
善事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中国共
产党和政府联系台湾同胞的桥梁和纽带。

■ 做争取人心的工作

成立台胞群团组织后，落实台胞政策又
成为彼时中央对台办的首要工作。对台办花
了三年多的时间，对台胞台属落实政策。

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两部分人：一是
去台人员亲属，二是1949年以前到大陆上
学工作的滞留台籍人员。对台办曾疑惑为什
么甘肃、新疆等偏远地区也有大量去台人员
亲属，后来才了解到，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
被送到那里的。

1981年9月和11月，中共中央两次发
出通知，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一视同
仁、不得歧视”，对相关的冤假错案一律平
反。

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决
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
政军特人员，并给予政治权利。

同年8月，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
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汪
锋出任组长，从对台办、统战部、外交部、全
国台联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到办公室工作。

落实政策办通过调查组、问卷等形式对
全国台属情况进行了普查，两次召开全国性
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清理影响台胞台属入
学就业、入团入党的过时文件，补发工资，退
还房产，落实优待政策。

到 1985年底，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同
胞共25791人，其中有冤假错案1033起，平
反 1028起，占 99.5%。错判的刑事案件基本
得以纠正，错误的行政、党纪处分绝大部分
也得到改正。因“台湾关系”被下放到农村的
台胞绝大部分回到城镇。除西藏外，各地去
台人员102万余人，其在大陆家属约332万
人，台属中需落实政策的共117937件，落实
114381件，占96.98%。

邓颖超曾说，每年一到开两会，台胞台
属反映问题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三年过
后，再开会时这样的信几乎没有了。

转眼在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工作的这段
时光已经过去40年。回顾这段过往，对“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非一日之功”
有 了 更 深 的 感 触 。正 如 由 于 毛 泽 东 和
周恩来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胸有丘壑，不为
浮云遮断眼，利用各种渠道与对岸互通声
气，两岸的连理枝才始终没有离断。正是由
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新形
势下进一步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
大政方针，海峡对岸蒋经国迫于岛内形
势，作出解严、开放探亲等决策，两岸的暗
流才汇成破冰的历史潮流。迈入新时代，
祖国大陆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对台政策吸
引力明显提高，这是统一的根本保证。“寥
廓海天，不归何待”，相信积以数代人之
功，两岸间的冰层终将化成暖流。 两岸民
众也必将携手，捍卫祖国的统一，共谱民族
复兴的华章。

（乐美真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

血浓于水 骨肉情深
——全国政协发表的首封《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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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 通讯员 徐兴发）历时近8个月的
第四届“冀台同韵·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带头人素质提升计
划”日前圆满收官。

该活动由河北省委台办与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同组织举办。培训通过网络培训、直播教学、实地考察等活
动，学习和借鉴台湾地区现代农业、文化创意、观光旅游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助力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河北省委
台办多次与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对接，研究确定培
训主题、参训人员类别、培训形式内容等，多次与台湾合作方
沟通，量身定制授课内容。为更好把握需求，活动主办方还在
微信群发放调查问卷，向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民宿旅游等从
业者及县乡村基层干部征求培训建议和需求，并综合学员意
见，安排了8期、16位台湾老师授课，累计4万余人次参加线
上培训。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创新服务模式，建起学
员、台湾授课老师、政府职能部门可在线随时沟通的微信群，
课中互动交流，课后对接需求。学员普遍表示，此次培训内容
贴合实际、操作性强，抓住了企业所需，期望与台湾有更多合
作机会。

“冀台同韵·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近日，由宁波市奉化区捐赠的一
尊雪窦山弥勒佛像送抵台湾，台湾新竹法王寺举行恭迎法会，
为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祈福。

由莲花座锡青铜打造的弥勒佛像高1.3米。2020年雪窦山
弥勒文化节期间，在奉化雪窦山由来自浙江、江苏、福建等地
台商、台青百余人共同见证开光。今年9月，奉化区台联会护
送至浙江玉环码头，经由直航船运送至台湾。据介绍，通过弥
勒佛像台湾慈行活动，增强了两岸佛教文化深度交流，加深两
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民族感情。

今年以来，奉化区依托“两岸交流”委员会客厅平台，先
后开展台胞台属新春慰问、引导台属及年轻一代祭扫祖先、围
绕“如何促进两岸基层交流”进行民主协商、组织2021年宁
波市台胞台属中秋联谊会等活动，以多种形式增进两岸交流互
动，不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

“以佛为媒”进一步推动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互鉴，
佛教文化交流、讲座、展览等活动的开展将扩大弥勒文化影
响力，增进两岸和谐共融。

奉化中华弥勒佛像抵达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