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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追求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4 月 10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之后首次
会见台湾同胞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着眼中华民
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立意高远、
视野宏大、 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
为两岸关系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
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海内
外高度关注“台独” 势力勾连外部
势力谋“独” 挑衅加剧台海紧张动
荡。 此次会见为两岸关系注入了稳
定性与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地同台湾同胞说历史、 摆事实、 讲
道理， 彰显了深厚的民族家国情怀，
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意， 说
到了两岸同胞心坎上， 讲明了两岸
同胞最大公约数， 阐述深入、 全面、
系统， 话语入情、 入理、 入心， 必
将进一步凝聚起两岸同胞共同追求
祖国和平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
礴力量。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
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尽管两
岸尚未统一， 但两岸同胞的骨肉亲
情阻隔不断，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改变不了， 家
国团圆的历史大势阻挡不了。 习近
平总书记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揭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
历史是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
的一部分， 这既是对“台独” 史观、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拨乱反正、 正

本清源， 也是为台湾同胞及国际社
会上的一堂“中国历史课”。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的命运所系。” 国土不能分、 国家不
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是
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 “台独” 分
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 破坏共同家
园， 制造家人对立， 违背同胞意愿，
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必须坚决反对
和打击。 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时间，
但不等于无所作为、 被动等待， 而
是需要两岸双方共同追求和平统一
的美好未来， 主动沟通对话， 寻找
解决问题、 打破僵局的钥匙， 同时
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和外来干涉，
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
手中。 唯有如此， 才能守护好、 建
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

“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
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创中华民族绵长
福祉的宏伟目标， 这是着眼于中华
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主张， 充分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展
现了造福台湾同胞的真诚善意。 大
陆方面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持续深化
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
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与台湾
同胞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让台
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 应
常来常往、 走近走亲。 大陆方面始
终对台湾同胞敞开大门， 积极推动

两岸交流交往、 交融交心， 团结岛
内各界共同努力排除障碍， 推动两
岸交流交往正常化、 常态化。 两岸
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 理应坚
定文化自信， 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
护者、 传承者、 弘扬者， 增强中华
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 荣誉感，
坚决抵制“去中国化” “文化台独”
逆流， 共同守护、 传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 系牢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 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
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 接续奋斗，
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
现。”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民族
复兴， 完全可以共享民族复兴的成
果和荣耀。 当前，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
岸同胞理应携手同心、 共同奋斗，
坚决反对一切损害民族利益、 阻挠
民族复兴进程的行径。 只要全体中
华儿女一起来想、 一起来干，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
实现， 台湾同胞也会利益更多、 福
祉更实、 未来更好。

“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 相
依相伴、 同心同行， 跑好历史的接
力棒， 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
量。”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
来。 两岸青年好， 两岸未来才会好。
台湾青年并非所谓“天然独”， 而是
血脉中、 内心里流淌着、 深藏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 历史、 价值观， 因
此， 他们与大陆青年互学互鉴、 相
依相伴、 同心同行， 有着坚实的精

神基础， 总是“浑然天成、 欲罢不
能”。 大陆方面将继续采取积极有力
的政策措施， 为两岸青年成长、 成
才、 成功助力助跑。 台湾青年要多
来大陆走一走、 看一看、 闯一闯，
在广阔天地中展现大作为。

4 月 1 日至 11 日， 马英九先生
率台湾青年到广东、 陕西、 北京寻
根、 参访， 参观重要历史纪念场所，
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开展
两岸青年深度交流。 马先生多次表
示，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
炎黄子孙， 应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
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携手致力振兴中华。 随行台湾青年
通过实地亲历， 生发积极思考， 开
启广大视野， 收获宝贵情谊， 许下
美好祝愿， 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 底气。 这一趟春天的旅程美
好而温暖， 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岛内
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衰退、
要交流不要分离、 要合作不要对抗
的主流民意。 我们热切期盼在这样
坚实的民意支持下， 两岸之间有更
多的相向而行、 双向奔赴。

“并负垂天翼， 俱乘破浪风。”
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欣欣向
荣的气象， 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
伟大复兴。 铭记历史， 把握当下，
方可开创未来。 真诚期盼两岸同胞
坚守民族大义，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 立于时代巨流的潮头， 精诚团
结、 携手同心，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
福祉， 共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的
辉煌。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医保药品目录品种范围
实现全国基本统一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彭韵
佳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黄心宇在 11 日举行的 2024 年上半年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品种范围实现全国基本统一， 目录内西
药和中成药由国家层面统一确定和管理 ，
各地不作调整， 支付范围全国统一。

“这不仅体现了制度公平， 也有利于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工作。” 黄心宇说， 药
品目录是医保基金所支付费用的药品范围，
目录内品种包括西药、 中成药、 中药饮片
等。 现行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 共计有
3088 种西药和中成药， 以及 892 种中药饮
片。

黄心宇介绍， 国家医保局成立后， 建
立了动态调整机制， 每年将一些新上市的
新药、 好药增补进入目录， 已累计纳入药

品 744 种 ， 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数量从
2017 年的 2535 种， 增加至目前的 3088 种，
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统计显示， 目前全国
公立医院采购的药品中， 目录内品种的采
购金额占比已超过 90%。

此外， 通过谈判等措施引导目录内药
品价格回归合理， 减轻患者负担。 黄心宇
介绍， 2024 年 1 月至 2 月， 医保基金已为
397 个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支付 154.5 亿元，
3950 万人次从中受益。

“以用于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和原发性
高血压的药物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为例 ，
进医保目录前 ， 该药日均治疗费用近 70
元。” 黄心宇说， 2019 年准入谈判及两次
续约后， 现个人日均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
报销后不足 5 元， 初步统计， 今年 1 月至
2 月已有超过 500 万人次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