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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3月27
日电(记者徐瑞青、何
自力)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年座谈会27日在
台北举行，台湾多个
团体、近代史专家学
者共同研讨郑成功收
复台湾的时代和历史
意义。

座 谈 会 由 两 岸 和
平 发 展 论 坛 召 集 人 、
劳 动 党 主 席 吴 荣 元
代 表 主 办 团 体 开 场 致
辞 。 吴 荣 元 表 示 ， 通
过 纪 念 郑 成 功 收 复 台
湾360周年，明确台湾
是 中 国 固 有 的 领 土 疆
域 ， 彰 显 两 岸 同 属 一
个 中 国 的 历 史 事 实 和
法 理 依 据 ， 这 是 论 证
反 “ 独 ” 促 统 运 动 是
伸 张 历 史 正 义 、 具 有
正 当 性 和 合 法 性 的 必

要 条 件 。 郑 成 功 驱 逐
荷 兰 殖 民 者 收 复 台 湾
的 历 史 ， 也 为 今 日 完
成 国 家 统 一 、 维 护 国
家 领 土 主 权 完 整 、 反
对 分 裂 提 供 了 有 意 义
的历史启示。

“ 大 陆 基 于 同 胞
情 怀 ， 坚 持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完 成 国 家 统 一 的
政 策 ， 是 最 符 合 两 岸
同 胞 福 祉 和 民 族 最 大
利 益 的 选 择 。 身 处 ‘
独 ’ 势 高 涨 的 台 湾 ，
必 须 居 安 思 危 ， 坚 持
民 族 立 场 ， 积 极 推 动
反 ‘ 独 ’ 促 统 运 动 ，
争 取 和 平 统 一 的 生
机。”吴荣元说。

台 湾 史 研 究 会 理
事 长 、 统 一 联 盟 党 主
席 戚 嘉 林 表 示 ， 郑 成
功 对 中 华 民 族 最 大 的

贡 献 ， 就 是 明 确 台 湾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中 国 的
领 土 ， 中 华 文 化 生 根
台湾。

《 观 察 》 杂 志
社 发 行 人 纪 欣 指 出 ，
今 天 纪 念 郑 成 功 ， 最
重 要 的 是 促 进 两 岸 统
一 。 回 顾 中 国 历 史 可
知 ， 台 湾 不 论 是 明 末
被 荷 兰 人 侵 占 ， 或 清
末 被 日 本 人 割 据 ， 都
是 因 民 族 自 身 弱 乱 而
遭外族掠夺。

“ 今 天 的 中 国 比
历 史 上 任 何 时 期 ， 都
更 接 近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 ， 两 岸 复
归 统 一 将 是 历 史 的 必
然。”纪欣说。

郑 成 功 是 福 建 南
安 石 井 镇 人 ， 1 6 6 1 年
至 1 6 6 2 年 初 ， 他 挥 师

东 征 ， 驱 逐 荷 兰 侵 略
者 ， 收 复 沦 陷 了 3 8 年
的宝岛台湾。300多年
来 ， 郑 成 功 一 直 作 为
民 族 英 雄 被 两 岸 同 胞
传颂。

郑 氏 后 代 、 台 湾
郑 成 功 文 化 协 会 理 事
长 郑 昭 明 在 座 谈 会 上

表 示 ， 纪 念 郑 成 功 收
复台湾360周年，要弘
扬 郑 成 功 伟 大 爱 国 精
神 ， 坚 决 反 对 以 “ 台
独 ” 手 段 分 裂 祖 国 ，
坚 决 捍 卫 国 家 的 领 土
完 整 ， 实 现 祖 国 和 平
统 一 和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兴。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座谈会在台北举行
两岸复归统一是历史必然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座谈会在台北举
行。新华社记者何自力摄

王毅谈中国对尼泊尔的三个支持
中新社北京3月26

日电 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当地时间26
日在加德满都同尼泊
尔外长卡德加举行会
谈。

王 毅 强 调 ， 无 论
国 际 和 两 国 国 内 形 势
如 何 变 化 ， 中 方 都 将
沿 着 两 国 领 导 人 确 定
的 方 向 ， 坚 定 不 移 地
推 行 对 尼 友 好 政 策 ，
坚 定 不 移 地 深 化 互 利
合 作 ， 坚 定 不 移 地 推
进 中 尼 命 运 共 同 体 建
设。

王 毅 阐 述 了 中
方 对 尼 泊 尔 的 三 个 支
持。

一 是 支 持 尼 泊
尔 走 出 一 条 符 合 自 身

国 情 的 发 展 道 路 。 中
国 友 好 政 策 面 向 尼 所
有 党 派 、 全 体 人 民 。
中 方 支 持 尼 各 党 各 派
从 尼 泊 尔 人 民 的 根 本
和 长 远 利 益 出 发 ， 包
容 协 商 、 团 结 协 作 ，
共 同 探 索 有 利 于 维 护
政 治 稳 定 、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 实 现 民 生 改 善
的 治 理 模 式 。 中 方 愿
在 尊 重 尼 方 意 愿 前 提
下 ， 同 尼 方 加 强 治 国
理政经验交流。

二 是 支 持 尼 泊 尔
奉 行 独 立 自 主 的 内 外
政 策 。 中 方 始 终 主 张
大 小 国 家 一 律 平 等 ，
始 终 尊 重 各 国 主 权 、
独 立 和 领 土 完 整 。 中
方 认 为 ， 尼 泊 尔 事 务

应 该 由 尼 泊 尔 人 民 自
己 决 定 。 中 方 反 对 破
坏 尼 主 权 独 立 、 干 涉
尼 内 政 、 在 尼 搞 地 缘
政 治 博 弈 的 图 谋 。 尼
泊 尔 应 当 成 为 中 国 与
南 亚 合 作 的 高 地 。 中
方 乐 见 尼 泊 尔 同 各 国
友 好 相 处 ， 在 地 区 和
国 际 事 务 中 发 挥 更 大
作用。

三 是 支 持 尼 泊 尔
更 加 深 入 参 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 过 去 几
年 来 ， 两 国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取 得 可 喜 进
展 ， 有 力 支 持 尼 泊 尔
国 家 建 设 。 中 方 愿 加
快 推 进 双 方 重 点 合 作
项 目 ， 确 保 两 国 陆 路
口 岸 畅 通 ， 探 讨 开 展

跨 境 电 力 合 作 ， 丰 富
拓 宽 两 国 经 济 人 文 往
来 通 道 ， 建 设 跨 喜 马
拉 雅 立 体 互 联 互 通 网
络 ， 使 喜 马 拉 雅 山 成
为 两 国 友 好 合 作 的 纽

带 。 愿 助 力 尼 泊 尔 发
挥 自 身 人 力 资 源 、 地
理 位 置 和 自 然 生 态 三
大 优 势 ， 分 享 中 国 机
遇 ， 加 快 自 身 发 展 振
兴。(完)

2019年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
机抵达加德满都，开始对尼泊尔进行国事
访问。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机场为习近平
举行具有浓郁尼泊尔民族特色的欢迎仪
式。这是习近平在班达里陪同下检阅仪仗

队。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