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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两岸同胞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
守民族大义，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共创中华民族
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6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阐明
了“国家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的
大道至理，宣示了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共
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的政策主张，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台湾同胞
的深情牵挂和关心关怀。两岸同胞倍感
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共享中国式现代
化广阔机遇，凝心聚力推动两岸关系回到
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乘时乘势致力国家
统一、民族复兴千秋伟业。

扩大两岸民间交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两岸
同胞通过海峡论坛交流交友交心，厚植
情谊、增进福祉，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希望海峡论坛为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字字发自肺
腑，体现了对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度重视，
饱含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爱与殷切期
望。”北京大学博士生、台湾青年林彦辰
在论坛大会现场聆听了贺信，他深受感
动地说，岛内同胞要多来大陆交流，才能
客观真实地了解大陆。两岸同胞不断走
近走亲，就能化解隔阂、增进理解，实现
心灵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我更加坚

定了扎根大陆发展的信心。”厦门航空乘
务员苏家榆从台湾来大陆工作已经6
年，对于两岸青年加强交流、携手圆梦的

“1+1>2”效应深有体会。她说，台湾青
年应该更积极参与两岸交流，自己将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为两岸年轻
一代往来互动贡献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深深触动了全
国青联常委、福建青年雷希颖的心。雷
希颖和台湾合作伙伴范姜锋正是通过海
峡论坛活动相遇，8年来一同打造朱子
文化卡通IP，用新媒体方式积极弘扬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他说，相遇才有
机会相知，相知才能携手，携手才能聚力
向未来。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必须把握
机遇，扩大交流、热情交友、深入交心，携
手打拼，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海峡论坛促进两
岸各界广泛交往、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
作的重要作用。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是亲
情所系、人心所向，符合两岸同胞利益福
祉，有利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同胞
心灵契合，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夯实民意基础。

国家好，民族好
两岸同胞才会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前景光明，国家好，民族
好，两岸同胞才会好。我们将一如既往
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持续促进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
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
“纸短情长，情深意切，习近平总书记

的贺信让台商倍感暖心，继续在大陆投
资兴业的信心更足了、决心更大了。”厦
门台协荣誉会长吴家莹表示，台胞台企
经历了两岸经贸往来的历史进程，享受
了大陆发展的红利和诸多惠台利民政策
的利好，也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两岸融合发展是台商的好机
遇，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两岸同胞要共护
和平、共谋发展、携手进步。

台湾导演薛颖穜来大陆创业多年，
对“国家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深
有体会。他希望通过作品告诉更多台湾
青年：“大陆发展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祖
国大陆为我们提供了强大后盾。台湾青
年要好好把握时代发展趋势，跨过海峡，
建功立业。”

台资企业旺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林
天良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对
台胞台企的重视与关心，更为大家指明
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台胞台企应积极
响应和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进军
新产业，作出新贡献。两岸经济合作空
间巨大，大家要乘势而上。

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中心主任魏
沛农表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贺信精神，聚焦台胞台企关切，提
升工作水平，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优化
台胞台企发展环境、促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明了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的光明前景，阐明了“国家
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的深刻道

理，必将有力感召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
同胞一道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之路，共同迈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壮阔征程中。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希望
两岸同胞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
大义，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
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共创中华民族绵
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两岸年轻一代要肩负起历史责任，
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台湾青年张立齐表示，民族复兴、国
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自己的目标更加
明确、信念更加坚定。

台湾律师沈杰来大陆多年，工作之
余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他说，世界
正面临巨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让自己更深切体认到，民族复兴进程中，
台胞不应也不能缺席。两岸同胞有割不
断的血缘亲情，命运与共，应当一条心、
一条路，共创民族无限美好的明天。

“贺信不但感动人心，更催人奋进。”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将激励岛内爱国统一
力量积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鼓与呼，团结凝聚台湾
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
胞更紧密携起手来，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共享民族复兴荣耀。

（新华社厦门6月18日电）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贺信鼓舞两岸同胞凝心聚力

调查研究蜀地行

搭建就业服务平台、高频次举行招聘、加强区域合作

四川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就业
眼下正值6月毕业季，不少人面临

就业抉择，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
当前的重要课题。

自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四川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成立调研工作组，通过实地走访、现
场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全省重点企
业用工保障服务情况开展调研。

“调研组共收集了 1016 家重点企
业、3039名劳动者关于用工保障服务情
况，同时实地调研了解用工服务、援企稳
岗、职工培训等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情况，
收集相关问题和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有关负责人说。

建成“宜业成都”平台
高频次推进线上线下招聘
“我们建成了‘宜业成都就业供需公

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做优‘宜业成都’线
上服务。”上述负责人介绍，该线上平台开
设了“企业招工”“个人求职”“就业政策”

“就业服务”四个板块，为企业和劳动者提
供开放式、交互性对接服务。2022年，
宜业成都平台吸引了1197家企业提供
83064个岗位，115.6万人次在线求职。

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还高频
次推进线上线下招聘。“我们多次举办重
点企业专场、直播带岗、送岗下乡等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组织实施线上招、线下

招、校园招、巡回招、赴外招，及时保障企
业用工需求。”仅2022年，成都就开展线
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3581场，为10.73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招募服务，发布就业
岗位272.35万个。

此外，四川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成都都市圈人力资源供需合作，以市
场信息共享、培训资源共享、合作平台共
享，畅通劳动力流动、人才交流渠道，促
进区域人力资源互补。以重点企业用工
溯源行动摸清重点企业劳动力主要来源
区域，“点对点”加强区域劳务合作交流。

“2022年，开展成德眉资招聘活动
67场，为3095家用人单位提供招募服
务，发布就业岗位9.5万个。成渝招聘活
动专场12场，为533家用人单位提供招

募服务，发布就业岗位1.17万个。成都
市外其他地区招聘活动26场，为684家
用人单位提供招募服务，发布就业岗位
2.38万个。”该负责人介绍。

化解结构性矛盾
建立多层次技能培训体系
“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就业与

用工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企业选择
招聘渠道的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偏差，
而劳动者接受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需求
未得到全面满足。”上述负责人表示，通
过前期走访调研，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将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善。

“我们先要建立多层次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着力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他

认为，要依托行业龙头企业、职业技术院
校建立职业培训公共服务中心，为企业
职工、劳动者个人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
的职业技术培训。同时，加大职业培训
教学和实训投入，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
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共建特色优势专业，
打造四川职业技能培训品牌。

此外，要营造良好用工氛围，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我们将结合‘春风行动’

‘金秋招聘月’‘民营企业服务月’等公共
就业专项服务活动，主动联合经信、教
育、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等部门，适时举
办小规模、专业化、多形式的专场招聘
会。”他表示，还要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
动法规，保障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等合法权利权
益，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积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所以我们要满
足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需求，提升就业
服务质效。”他说，现在正值高校毕业生
就业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鼓励企
业申报就业见习基地，吸纳毕业两年内
的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失业青年
参加就业见习，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积累工作经验，促进其更快
更好就业。同时，开展政策宣讲进校园、
进园区、进企业等活动，提供多元的就业
创业指导培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青年理论学习第一小组成员实地调研，了解当前就业观念
及就业方式变化趋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