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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黃埔軍校是第一次
國共合作的產物，是我國第一所培養革

命軍隊幹部的學校。黃埔軍校同學會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聯繫海內外黃埔同學及其親屬的愛
國群眾團體，成立以來始終秉持「發揚黃埔精
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
中華」的宗旨，服務黨和國家發展大局，為擴
大兩岸交流合作、反對「台獨」分裂、推進祖
國統一作出了積極貢獻。

不忘先輩遺志 勇擔時代重任
習近平強調，新征程上，黃埔軍校同學會
要牢記建會宗旨和政治使命，繼續弘揚
「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進一步強化
思想引領和組織建設，發揮特色優勢，堅
定反「獨」促統，為同心共圓中國夢廣泛
凝心聚力。希望廣大海內外黃埔同學及其
親屬不忘先輩遺志，勇擔時代重任，積極
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貢獻。

王滬寧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
會成立40周年座談會17日在京舉行。會上宣
讀了習近平的賀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並講話。
王滬寧在講話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心

繫海內外黃埔同學及親屬，專門向黃埔軍校建
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周年致賀
信，充分肯定黃埔軍校的歷史功績和黃埔軍校
同學會的積極貢獻，深刻闡明黃埔軍校同學會
的性質宗旨和使命任務，對海內外黃埔同學及

親屬提出殷切期望，為做好新時代黃埔軍校同
學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深入學習領
會，抓好貫徹落實。

堅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
王滬寧表示，海內外黃埔同學及親屬具有愛

國革命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是推進祖國統
一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力量。要傳承弘揚「愛
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共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要堅定不移推
進祖國統一大業，積極參與兩岸交流合作，積
極推動兩岸青年加強交流，共同傳承弘揚中華
文化，讓兩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中越走越
近、越走越親，不斷增進國家民族認同，鑄牢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堅決反對「台獨」分
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堅
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黃埔軍校同學會要深
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和賀信
精神，把牢正確方向、發揮特色優勢、加強自
身建設，努力發揮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

峰主持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
革中央主席鄭建邦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群眾
團體致賀詞。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王東峰
出席座談會。
黃埔軍校同學會負責人、台灣黃埔同學代表
在會上發言。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有關團體負責同

志，有關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海峽兩岸、港澳
和海外黃埔同學及親屬代表，省級黃埔軍校同學
會負責人等參加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
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代表中共中
央向黃埔軍校同學會表示熱烈祝賀，向廣大海內外黃埔同學及其親屬致以誠摯問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黃埔軍校建
校100周年之際，位於廣州的黃埔軍校舊址紀
念館 16 日重新開館。「國共合作的不朽豐
碑——大革命中的黃埔軍校（1924—1927）」
校史展全新開展；校本部和軍校俱樂部原狀陳
列向公眾開放；收錄逾17萬黃埔軍校學員資料
的「黃埔同學錄查詢室」數據庫正式上
線。

軍校俱樂部首開放 復現師生校園生活
據介紹，全新策劃布展的「國共合作
的不朽豐碑——大革命中的黃埔軍校
（1924—1927）」校史展，通過 300餘
張歷史圖片，以「歷史實物+多媒體還
原」的形式，呈現了國共合作時期的黃
埔軍校歷史。展覽分為「國共合作 黃埔
創校」「能文能武 軍政兼備」「東征北
伐 威名遠揚」「英傑輩出 豐碑永存」
四個部分，共展出170件套展品，除館
藏的82件套外，其餘均為來自全國20個
單位、黃埔後人及藏家的藏品。其中，6

張不同時期黃埔軍校學生的畢業證書格外引人
注目。
提升後重新亮相的校本部復原陳列，重現了
黃埔軍校政治部、教授部、入伍生部、自習
室、學生宿舍、戰術總教官室等二十餘個場景
空間，高度還原了黃埔軍校校本部師生學習和

訓練的場景。

名錄數據庫上線 收錄逾17萬學員資料
首次以場景復原面貌迎客的黃埔軍校俱樂
部，是當年黃埔軍校師生舉行集會、演出、節日
慶典的場所。此次修繕復原了「閱覽室」「音樂

室」「彈子遊藝室」「化妝室」，展現軍
校師生在軍事訓練課程之餘的生活。
此外，當日上線可供公開查詢的「黃

埔同學錄查詢室」數據庫，由黃埔軍校
舊址紀念館與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聯
合籌辦，是目前中國國內可公開查詢的
規模最大、收錄最全的黃埔軍校名錄數
據庫，現已收錄包括黃埔軍校校本部、
各分校、附設各訓練班、各兵科學校在
內的黃埔軍校學員資料超過17萬人。
當日，中國郵政《紀念黃埔軍校建校

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和原地紀念封正式
首發。該套紀念郵票1套2枚，郵票圖案
為黃埔軍校校本部、孫中山紀念室和紀
念碑。

1984 年 6 月 16 日，

在 鄧 小 平 親 切 關 懷

下，徐向前、聶榮臻

等黃埔先輩在北京發

起成立了黃埔軍校同學會，宗旨為

「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

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1985年黃

埔軍校同學會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決定團結台灣和海外黃埔同

學及親屬，積極為國家發展貢獻更

多黃埔力量和智慧。

1987年春節前夕，大陸黃埔同學

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新年

寄台灣港澳海外黃埔校友》，向台

港澳地區及海外黃埔同學表示熱情

問候，並熱忱歡迎大家「在適當時

機，欣然命返」。1987 年 10 月 22

日，徐向前元帥以黃埔軍校同學會

會長身份就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

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第一次

喊出「天下黃埔是一家」的口號，

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共鳴。黃埔軍校

同學會積極為兩岸黃埔同學交流交

往穿針引線，努力消解兩岸隔閡，

為推動兩岸走親走近而努力。一時

間，大批黃埔校友紛紛回國尋根拜

祖、探親訪友。

1990年5月9日，台灣黃埔一期

同學鄧文儀訪問大陸，受到鄧小平

接見，鄧小平希望他在台灣多聯繫

黃埔同學，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

貢獻。此次會見活動在台灣黃埔同

學中引起極大反響，拉開了兩岸黃

埔同學正式往來交流的大幕。

201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在會見由黃埔十六期生、

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率領的台

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

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

胞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台灣的前途

繫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離

不開中華民族的強盛」，「希望台

灣同胞同大陸同胞一道，在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國家和平統

一的進程中，把握住機遇，相互扶

持，緊密合作，為過上和平安寧、

幸福美好生活，為在世界上共享中

華民族尊嚴和榮耀而攜手奮鬥」。

來源：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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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為同心共圓中國夢廣泛凝心聚力
信賀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周年 強調堅定反「獨」促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中國共產
黨和蘇聯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孫中山先生於
1924年創辦黃埔軍校。這所成立百年的軍校是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更是兩岸同胞共同的
寶貴歷史財富。
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
室副主任李忠傑近日接受中新社採訪時表示，
100年後，我們之所以還要紀念黃埔軍校，在
於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座特殊的軍校，無論
在中共黨史還是中國革命史上都佔有特殊地
位，即使到今天仍具有特殊價值。
李忠傑指出，黃埔軍校的歷史地位要劃分不
同時期具體評說。1927年前的黃埔軍校貢獻巨
大，之後的黃埔軍校性質發生變化。如果以前期
為主並兼及全過程，黃埔軍校的歷史地位大體可
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第一，黃埔軍校是孫中山為推進國民革命，

在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建立
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產物。第二，黃
埔軍校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所為推進國民革命而
創辦的新型軍事學校，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革命
色彩。第三，黃埔軍校為中國革命的兩大陣營都
輸送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國共兩黨內都有黃埔
師生的身影。第四，黃埔軍校對中國革命的歷史
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五，黃埔軍校初步創
立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新型軍事理論和實踐。
李忠傑進一步指出，黃埔軍校是中華民族寶

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既有物質方面，也有非
物質方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黃埔軍校培
養和鑄就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在中華民
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黃埔師生高舉抗日救國的
愛國主義大旗，和全國人民並肩作戰，捍衛了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時至今日，黃埔精神
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黃埔軍校學生宿舍場景復原。 中新社

◆校史展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百歲黃埔老人歐陽電（右二）在「黃埔同學錄查詢室」數據庫
查看自己的信息。 中新社

◆6月16日，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重新開館。 中新社◆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產物—黃埔軍校。 資料圖片

◆1985年，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一
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網上圖片

◆6月17日，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代表中共中央向黃埔軍校同學會表示熱烈祝賀，向廣大海內外黃埔同學及其
親屬致以誠摯問候。會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並講話。 新華社

兩岸同胞共同寶貴歷史財富

黃埔軍校同學會 鄧公關懷下發起成立

舊址紀念館重新開館 再現軍校崢嶸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