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台辦：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走深走實
解讀政府工作報告對台工作決策部署：三個「從未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剛剛閉幕，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在12日

的例行發布會上解讀指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台內容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屆二

中、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黨中央對台工作決策部署，充分體現了三個「從未改變」：在

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從未改變、為台灣同胞謀利造福的誠意善意從未改變以及推進祖國統

一大業的決心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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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積電被迫追投1,000億美元

給美國，賴清德當局卻聲稱「要正

向看待」。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 12日對此發出

質問，美方步步緊逼掏空台積電、榨乾台灣，民

進黨當局任人予取予求，何曾把台灣同胞的福祉

和產業界的利益放在心上？他強調，台灣從「棋

子」成「棄子」，也絕對是注定的下場。

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共

同宣布台積電將在美國再投資至少 1,000 億美

元。加劇島內各界對「台積電」變成「美積電」

的疑慮，擔憂會削弱台灣的產業優勢。賴清德當

局對此稱「事前並不知情」，但還是否認是美國

施壓的結果，並稱要正向看待，對產業是有利

的，憂慮是多餘的。

台積電變「美積電」絕非「杞人憂天」
陳斌華對此斥道，民進黨當局的說法唾面自

乾、欲蓋彌彰。他並發出疑問，「所謂 『對產

業有利』，是對美國產業有利吧？」

他強調，民進黨當局為了「倚美謀獨」，「賣

台」之無底線令人瞠目。美方步步緊逼掏空台積

電、榨乾台灣，民進黨當局任人予取予求，何曾

把台灣同胞的福祉和產業界的利益放在心上？台

灣民眾擔憂台積電變「美積電」，絕不是「杞人

憂天」；台灣從「棋子」成「棄子」，也絕對是

注定的下場。

所謂「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

言也聲稱，「美國在台灣做的是在讓台灣變得

更加強大、安全與繁榮」，美台可以在無人

機、機器人等領域一起打造「沒有中國的供應

鏈」。

陳斌華對此回應指出，美方有些人嘴上說着

「挺台」，幹的卻是「害台」、「毀台」的勾

當。他發出一系列疑問稱，逼迫台積電追加多達

1,000億美元在美投資，使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

芯片產業，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還是讓台

灣變得「更加強大」？當台積電逐步變成「美積

電」，台灣還有多少產業競爭優勢，還能「繁

榮」嗎？美方一些人一再鼓噪把台灣變成「豪

豬」，這是讓台灣更加安全，還是成為一點就爆

的「火藥桶」？數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獲益於

穩固的兩岸產業鏈供應鏈，強行「脫鈎斷鏈」，

這是利台還是利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台灣問題基本立場從未改變
具體而言，陳斌華說，「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基
本立場從未改變。」大陸將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
的「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鞏固國際社
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格局。「台灣是中國一
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有信心、
也有能力解決好家裏的事。」

為台胞謀利造福從未改變
陳斌華指出，我們為台灣同胞謀利造福的誠意善
意從未改變。我們將持續推動兩岸交流合作，擴大
兩岸人員往來，支持大陸台商台企發展，深化兩岸
融合發展，讓台灣同胞共享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機遇
和成果，為台灣青年來大陸追夢圓夢創造更好條
件，廣泛團結台灣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
展。

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決心從未改變
陳斌華續指，我們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決心從未
改變。「我們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堅決打擊 『台獨』挑釁行
徑，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不斷塑造祖國必
然統一大勢。這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更是全
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有記者提問稱，2024年和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

中的涉台內容，都只是強調「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
一大業」，而沒有提「和平統一」，是否意味着大
陸立場發生變化？

陳斌華亦於當日作出回應。他強調，「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
族最有利。「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我們願以最大誠
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他說，如
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挑戰底線、突
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陳斌華表示，當前，台海形勢複雜嚴峻，根源在

於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
釁，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我們有堅
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
式的「台獨」分裂圖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中國式現代化是兩岸共同事業
此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度提出「完善促進

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陳斌華表
示，這充分體現了大陸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深
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決心，旨在通過更加創新、更為
完備的政策和措施，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加堅實
的保障，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走深走實，推動兩岸關
係向前發展。
陳斌華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兩岸同胞共同的事

業，台灣同胞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完全
有理由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偉大進程，共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無上榮光。我們將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思想和「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關愛、造福
台灣同胞，用情用力為台灣同胞辦實事、做好事、
解難事，增進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的利益福
祉。

香港文匯報訊 3月12日是孫中山
先生逝世百年紀念日。與孫中山先
生有不解之緣的寶島台灣，仍回響
着他「振興中華」的遺志。據新華
社報道，當天上午，位於台北的孫
中山紀念館園區內，孫中山先生銅
像前，人群肅立，脫帽致敬。中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主席馬英
九，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等分別
率眾前來緬懷追念。
孫中山先生曾外孫王祖耀身着中
山裝，向先生銅像三鞠躬。「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是對孫
中山思想的實現和超越。」王祖耀
受訪時說。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

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一生追求
國家統一和中華振興，為全體中華兒女所敬
仰。

孫中山先生曾三次到訪台灣
孫中山先生曾三次到訪台灣，在寶島烙下了
他為國家革命、民族復興事業奔走的深刻印
記。在其追求實現民族獨立和發展振興的理想
感召下，台灣湧現出大批青年志士，或奔赴大
陸投身革命，或在台組織抗日鬥爭。
1913年，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望族「霧

峰林家」的第七代傳人林祖密毅然放棄龐大家
產，以實際行動成為台灣同胞恢復中國國籍第
一人。林家後人、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創
會會長林光輝對記者說，先祖父林祖密策劃、
資助台灣武裝抗日從未間斷，並參加了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發動福建全省民兵
「討袁護法」。
「先祖父深知，只有全國統一、國家強盛，

才有可能驅逐日本殖民統治者，才能收復台
灣。這是他的畢生願望。」林光輝說。
如今，台灣許多縣市都有以「中山」命名的
道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和中山南路更是城市

重要幹道，逸仙公園正坐落於這條交通線近
旁。孫中山先生第二次來台時，曾下榻位於此
處的「梅屋敷」，如今是孫中山史跡館。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
館中陳列着孫中山先生革命歷程的圖文資
料，其中重要的篇章就是在檀香山成立興中
會。孫中山在起草的興中會章程裏，提出了
「振興中華」這一振聾發聵的號召。
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嘉林對記者表示，孫中山
先生領導國民革命，畢生為救中國、為實現國
家統一殫精竭慮。他認為，「振興中華、統一
中國、增祖國之榮光」是中山精神的精髓。
孫中山先生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
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
統一，便要受害。」
有感於斯，戚嘉林認為，展望未來，兩岸統
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之義；兩岸同胞
要弘揚傳承中山精神的精髓，尤其是台灣同胞
應體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歷史本源。
3月12日是海峽兩岸共同的植樹節。孫中山

先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早倡導植樹造林的
人之一。「兩岸將植樹節選在中山先生逝世
這天，正是出於紀念與敬重之意。」台灣中

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李建榮
說。
連日來，中國國民黨號召組織島
內各地進行植樹，並舉辦了紀念孫
中山逝世百年座談會、特展、音樂
會等活動。馬英九日前在紀念座談
會上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
族、都是炎黃子孫，應互助合作、
振興中華。
李建榮表示，振興中華是孫中山
先生的畢生之願，而民族復興正是
他的終身追求。然而，孫中山先生
臨終時「和平、奮鬥、救中國」的
呼聲，在島內卻被部分人刻意淡
忘，遑論他1912年元旦時對中外

的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
地之上」。
李建榮表示，海峽兩岸應堅持「九二共
識」，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認知，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努力實現中山先生振興
中華的遺願。
100年前，孫中山先生逝世，消息傳出，各
方震動。就讀北京大學的台灣學生以「北大台
灣學生會」名義致送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
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
業，捨我輩其誰分擔！」台灣同胞衝破日本殖
民統治者阻撓，以不同形式悼念，追悼大會
「亦至無插足之餘地」，而《台灣民報》更是
發表了多篇情真意切的時人悼文。
一年後，島內悲痛尚不已。直至紀念孫中山

先生逝世兩周年時，台灣反殖民運動領袖蔣渭
水仍發出號召：「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
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
國。」
台灣時事評論員謝志傳受訪表示，孫中山先

生終身為中華民族奮鬥，而今兩岸中國人當相
向而行、力同心，為民族復興打開康莊大
道，早日促成祖國完全統一，以實現中山先生
的宏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江蘇省暨南京市各界
人士一百餘人12日在中山陵舉行謁陵儀式，紀念孫中
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中山陵建築群依紫金山勢而
築，前臨平川，後擁青嶂。遵照孫中山遺願，先生遺
體1929年奉安於此。
當日，小雨淅瀝，中山陵建築群為雲霧盤繞，更顯
靜謐巍峨。9時，各界人士着深色衣裝，自孫中山手書
「博愛」牌坊拾級392層石階抵達祭堂。祭堂中央矗
立着中山先生坐像，先生手執長卷，目視前方。各界
人士肅立靜默，敬獻花籃，行三鞠躬禮。進入墓室，
人們緩步繞靈寢一周，憑弔瞻仰。
「每次踏上中山陵的台階，我心中都充滿神聖感、
榮譽感和使命感。中山先生畢生以革命為己任，救國
救民，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
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民革
江蘇省委會專職副主委奚愛國告訴記者，他每年隨各
界人士在孫中山誕辰日、忌日謁陵，已堅持近20年。
在奚愛國看來，「振興中華」的吶喊，激勵着一代又
一代中華兒女不懈奮鬥；孫中山留下的寶貴精神財
富，需中華兒女接力傳承。

台青參加謁陵儀式
部分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灣青年也參加了謁陵儀式。
南京雲錦博物館館長簡名偉表示，孫中山的博愛、奮鬥
等精神對如今的兩岸青年仍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我
從事中華文化傳播的工作，館裏就有很多兩岸青年協作
設計雲錦圖案、助力雲錦『出海』。我將繼續守護文化
根脈，讓世界上更多人看到中華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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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百周年 籲繼承「振興中華」遺志

●台灣青年、兩岸媒體人去年在山西臨汾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合影。 資料圖片

台灣從「棋子」成「棄子」絕對是注定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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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右六）12日上
午到中山文化園區中山碑林，出席紀念活動。 中央社

●3月12日，江蘇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在中山陵舉行謁陵儀式，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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