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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女 士
指 新 移 民
初 來 港 面
對 好 多 困
難 ， 但 她
相 信 新 移
民 也 可 貢
獻社會。

本報記者
高仲明 攝

■責任編輯：吳漢傑　■版面設計：馮自培A15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丁亥年九月十二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h t t p : / / w w w . w e n w e i p o . c o m

香 港 新 聞H O N G  K O N G  N E W S

昨日是天水圍天耀 3屍命案發生後的第7天，亦是中
國民間俗稱的「頭七」。區內的愁雲慘霧已漸散，

區內新移民「師奶」也收拾心情站起來，娓娓訴說她們的
自強故事，為天水圍一洗悲情。

夫父相繼離世頓失所依
丁女士是過埠新娘，十多年前與一名港人結婚，從內地

來港定居。由於不懂廣東話，不敢與外界溝通，加上丈夫
又長期在內地工作，在無朋友及親人照應之下，覺得無助
及孤獨，更不幸的是她丈夫及在內地的父親相繼離世，家
庭重擔便落在她纖弱的肩膀上。

「那時候，我要照顧兩名兒子，同埋丈夫與前妻所生的
兩名小朋友，覺得好大壓力，又不敢向內地的母親傾訴，
怕她擔心。」無助的感覺令她茶飯不思，「成日想 不如
就此了結一生，反正這地方都不屬於自己。但看到兒子在
自己身邊轉來轉去，我就會想起，我不可以倒下，要堅持
下去，如果我倒下，兒子怎麼辦？」

社區基金活動改變人生
為熬下去，丁女士也曾尋求外界援助，卻只換來冷言相

對，「我打電話找社工問，如果我真係搞唔掂，要點樣申
請綜援，社工只給我地址，叫我自己去那裡申請，我聽完
這句話，從此便不去找他。」

幸好她經朋友介紹參加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活動，結果
識了一班朋友，得到他們支持，積極面對人生，才扭轉了
命運，現時更開辦了一間教人織十字繡的店舖，生活轉
好。「我現在生活都幾好，有工作，自己有一間小小的店
舖，希望靠自己雙手，織到個未來。」

重拾自信對社會有貢獻
安頓了自己的家後，丁女士亦不忘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

手，並在區內組織一支義工隊，到鄉郊探望長者，「大家
互相交流時都覺得，原來我們都可以幫到人，其實香港好
多人，我們去探望他們時會好開心。不只是香港人才會幫
到人，不只是香港人才是強者，其實我們呢班婦女，利用
自己周日的時間，帶埋自己的屋企人、小朋友，去做番一
個探訪，去幫番人，可以幫助他們重拾信心。」

另一名新來港滿7年的天水圍居民石女士，亦曾因為未
能適應環境而感到壓力，她表示新移民來港有好多困難，
但只要得到朋友扶持，再配合社區上建立的交流平台，讓
新移民可以重拾自信，亦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本報訊】「成日覺得自己是弱者，以為自己來

港是要得到幫助，但其實最能幫到自己的就是自

己。」天水圍天空下，悲情不是必然，同是過埠新

娘、同樣面對沉重生活壓力，但丁女士的「悲城故

事」卻與三屍慘劇死者麥福娣絕然相反。她在絕境

中找到航道，憑一對手創辦「十字繡」工藝社，纖

弱肩膀扛起整個家，獨力養活自己2名兒子和2名繼

子，還組織義工隊協助同病相憐的區內婦女。她用

行動向全港市民說：「不只是香港人才是強者，其

實我們呢班新移民師奶也不弱。」

【本報訊】(記者 朱樂汶)天水圍3母子墮樓案發生
後，社會再度關注該區支援服務是否充足。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當局將透過跨部門合
作為天水圍「把脈」，包括從地區專員、社區組織、
互委會、學校及家長層面進一步收集意見和資料，
以便制訂適切政策支援該區；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
務) 馮伯欣出席城市論壇時，亦承認該區服務仍有改
善空間。

《城市論壇》昨日特意移師天水圍天耀 ，出席
的社署副署長馮伯欣表示，兩星期前曾到天水圍探
訪，了解區內自2004年天恆 滅門慘劇發生後的改
善情況。他表示，政府在該區已增設社區會堂、小
型圖書館等設施，惟他亦同意還有改善空間，並透
露政府會加強跨部門協調機制。

社區人士怨缺乏資源
出席同一場合的區內人士則批評，該區仍缺乏資

源。有元朗區議員指出，區內有部分互委會沒有會
址，部分每月只獲333元資助，曾有團體希望在區內
開辦避靜中心，供家暴受害者入住，但社署卻以其
他地區設有同類中心為由拒絕，反映政府投放在該
區的資源不夠。另一名講者和諧之家總幹事王鳳儀
則認為，政府近年雖投放更多資源在天水圍，不過
區內問題愈來愈複雜，有些當事人不願接受社工轉
介，她認為政府要加快步伐增強支援服務，需要推
出深入及針對性措施。

【本報訊】(記者 朱樂汶、梁嘉儀)
以描寫天水圍居民自強不息的《天水
圍12師奶》一書，其中一名師奶羅玉
雲昨現身「燭光晚會」。她指出，天
水圍師奶並不是沒有用處、沒有能
力，只是沒有機會，就算想打工自食
其力，也礙於地區偏遠所限，無法跨
區工作，希望政府放寬跨區津貼，這
才是對居民最大幫助。

「再靚的花，都會凋謝。其實有幾
多挫折，都要靠自己，其他人的幫助

雖然重要，但自己自強，才至關緊
要。」雲姐絕不比三屍命案死者「好
命」，雖然老公包二奶離開了她與子
女，但她沒有罵過、怨過，用心養大
子女，還經常笑口常開，活像天上的
雲，高高在上的。

限制多阻礙居民自立
她表示，10多年前老公包二奶，丟

下她與4名子女，當然使她很不開
心，亦曾想過放棄；惟看到子女，已

經失去父愛，她便感到子女好可憐，
決意咬緊牙關，為子女奮鬥，做清潔
工等工作擔起一頭家。

現在事過境遷，其中3名子女已經
到社會做事，膊頭負擔總算減輕了。
但她仍然自強不息，到元朗做家務助
理，月入6千元，但深感該區就業機
會缺乏 :「個個都要跨區工作，雖然
政府有跨區津貼，但限制多多。」她
希望政府可放寬津貼時間，以及讓所
有人士申請，幫助居民自立。

【本報訊】(記者 朱樂汶、梁嘉儀)
只要願意走出去，圍城就圍不住任何
人。昨晚約40、50名街坊參加一個名
為「不再悲情，燃點希望；全面支
援，共同承擔」的燭光晚會，希望燃
亮區內人士的希望。不少過來人分享

「我在天水圍的日子」，今年45歲的卿
姐，飽受被老公遺棄，以及遭家姑漠
視忽略的滋味，現在想起仍兩眼通
紅。今天她選擇走出痛苦陰影，以義
工身份，積極協助其他同路人走出困

境，踏上光明前路。

苦命卿姐醒覺 為女奮鬥
卿姐苦命。10多年前因有毒癮的丈

夫賣白粉被拘捕入獄，令當時仍居內
地的她要偷渡來港照顧2名年幼女
兒。在港不見天日「屈蛇」的日子十
分難受：「生活彷彿只有一片黑
暗」。當時女兒發燒，她因沒有身份
證不敢帶女兒看醫生，精神壓力太大
之下，令她一度發了瘋，神志不清。

她於2000年獲單程證來港，為免一
家人露宿街頭必須申請公屋，但丈夫
對事情愛理不理，激得當時懷有第三
胎的卿姐崩潰了：「全家人都無屋住
了，既然一家大小早晚要露宿街頭，
不如就掟女兒落街，自己跳樓算
了。」當她正要動手之時，細女好像
心靈相通，拿出紙巾叫媽媽不要哭，
卿姐說：「我醒覺了，要為女兒奮
鬥。」現在她在區內做義工，積極在
社區中心內開解其他同路人。

政府跨部門合作
為圍城「把脈」

《12師奶》女主角 促放寬跨區津貼

專家倡派資深社工
識別隱蔽高危個案

【本報訊】住有大量新移民
的天水圍，近年接連發生家庭
慘劇，有研究預防自殺的專家
表示，新移民在陌生地方生
活，倍感孤單，他人的幫助十
分重要，但天水圍的社區服務
卻嚴重不足，大部分前線社工
年資較淺，未必能妥善處理有
潛在危險的個案，建議當局調
派有經驗的社工到前線工作，
助找尋和識辨高危但被動的受
助人士。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策劃總監羅亦華（見圖）表示，
部分新來港人士因為難以適應新環境，感到孤獨，但部分
較被動的受助個案卻較難發現，「一些高危的個案是很複
雜的，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留意得到(嚴重性)，很靠有經
驗、有訓練過的社工去識辨，這很需要調配資深的社工到
前線服務。」她又表示，若巿民發現，亦應該鼓勵有需要
人士接受服務。

她希望政府可以帶頭協議非政府機構提升社區服務水
平，令資源分配得宜，並建議當局在天水圍設立跨部門小
組，針對區內問題制定防止自殺的對策。「這問題很靠管
理層去做，怎樣在區內將資源調配得宜，這些需要政府去
做，不能只靠民間志願團體的義工去做。」

燭光晚會 燃點街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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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屆中央委員名單及其職務(共204人) 
●于幼軍 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衛留成 海南省委書記

習近平 上海市委書記
●馬　馬文 監察部長

馬　凱 國家發改委主任
馬曉天 副總參謀長
王　剛 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　君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
書記

●王　 吉林省委書記
王　晨 人民日報社社長

●王　毅 外交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王萬賓 全國人大常務副秘書長

王太華 中宣部副部長、廣電總局局長
●王正偉 寧夏自治區政府代主席
●王東明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王樂泉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
王兆國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王旭東 信息產業部部長
王岐山 北京市長
王滬寧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國生 蘭州軍區司令員
王金山 安徽省長
王勝俊 中央政法委秘書長

●王家瑞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王鴻舉 重慶市長

●王喜斌 國防大學校長
烏雲其木格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尹蔚民 人事部長
●鄧　楠 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書記處

第一書記、黨組書記
鄧昌友 空軍政委

●艾斯海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主席
克里木拜
石宗源 貴州省委書記
盧展工 福建省委書記

田成平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
●田修思 新疆軍區政委

白立忱 全國政協副主席
白志健 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
白恩培 雲南省委書記

●白景富 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令計劃 中央辦公廳主任
●司馬義．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
●吉炳軒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列　確 西藏自治區人大主任
●呂祖善 浙江省長

回良玉 國務院副總理
●朱之鑫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朱維群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華建敏 國務院秘書長
●向巴平措 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

劉　京 公安部副部長
劉　淇 北京市委書記

●劉　鵬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劉　源 軍事科學院政委

劉雲山 中宣部長
劉冬冬 濟南軍區政委
劉永治 總政治部副主任

●劉成軍 軍事科學院院長
劉延東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
劉志軍 鐵道部部長

●劉奇葆 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
●劉明康 銀監會主席
●劉曉江 海軍副政委
●劉家義 審計署黨組書記、副審計長

許其亮 空軍司令員
●孫大發 總後勤部政委
●孫忠同 總政治部副主任
●孫春蘭 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第一書

記、副主席

●孫政才 農業部部長
●孫曉群 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

蘇　榮 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杜青林 四川省委書記

●李　斌 黑龍江省衛生廳廳長
●李長才 蘭州軍區政委

李長江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
李長春 十六屆政治局常委

●李從軍 新華社副社長
●李世明 成都軍區司令員
●李成玉 河南省長

李兆焯 全國政協副主席
李克強 遼寧省委書記

●李學舉 民政部部長
●李學勇 科技部副部長

李建國 山東省委書記
李榮融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

●李海峰 國務院僑辦主任
李繼耐 總政治部主任
李盛霖 交通部長

●李景田 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李源潮 江蘇省委書記

李毅中 國家安監總局局長
●楊　晶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楊元元 民航總局局長
●楊傳堂 國家民委黨組書記、副主任
●楊衍銀 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
●楊潔篪 外交部長
●楊崇匯 全國政協辦公廳黨組書記
●蕭　捷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

吳雙戰 武警部隊司令員
吳邦國 全國人大委員長

●吳勝利 海軍司令員
●吳愛英 司法部長
●吳新雄 江西省長

何　勇 中紀委副書記

●汪　洋 重慶市委書記
●沈躍躍 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宋秀巖 青海省長

遲萬春 總裝備部政委
●張　平 國務院副秘書長
●張　陽 廣州軍區政委
●張又俠 瀋陽軍區司令員

張雲川 河北省委書記
●張文岳 遼寧省長

張玉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張左己 黑龍江省長
張慶偉 國防科工委主任
張慶黎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張寶順 山西省委書記
張春賢 湖南省委書記
張高麗 天津市委書記

●張海陽 成都軍區政委
張德江 廣東省委書記

●陸　兵 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
陸　浩 甘肅省委書記
阿不來提． 全國政協副主席
阿不都熱西提

●陳　雷 水利部長
陳至立 國務委員

●陳國令 南京軍區政委
陳建國 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
陳奎元 社科院院長
陳炳德 總參謀長

●范長龍 濟南軍區司令員
●林樹森 貴州省長
●尚福林 證監會主席
●羅保銘 海南省長

羅清泉 湖北省長
●周　濟 教育部長

周　強 湖南省長
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周生賢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
周永康 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

●周伯華 國家工商總局局長
●房峰輝 北京軍區司令員

孟學農 山西省代省長
孟建柱 江西省委書記
趙樂際 陝西省委書記

●趙克石 南京軍區司令員
●趙洪祝 浙江省委書記
●胡春華 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胡錦濤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

●柳斌杰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
俞正聲 湖北省委書記

●姜大明 山東代省長
●姜偉新 建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姜異康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

賀國強 中組部長
●秦光榮 雲南省長
●袁純清 陝西省長
●耿惠昌 國安部長
●聶衛國 新疆建設兵團政委

賈慶林 全國政協主席
賈治邦 國家林業局局長
錢運錄 黑龍江省委書記
徐才厚 中央軍委副主席
徐光春 河南省委書記

●徐守盛 甘肅省長
●徐紹史 國土資源部部長
●高　強 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郭伯雄 中央軍委副主席
郭金龍 安徽省委書記

●郭庚茂 河北省長
●黃小晶 福建省長

黃華華 廣東省長
黃晴宜 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黃獻中 總裝備部政委
●曹建明 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
●盛光祖 海關總署副署長

常萬全 總裝備部部長
符廷貴 北京軍區政委

●康日新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章沁生 廣州軍區司令員

梁光烈 中央軍委委員、原總參謀長
●梁保華 江蘇省長
●彭小楓 二炮政委
●彭清華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葛振峰 常務副總參謀長
●董貴山 西藏軍區司令員
●蔣巨峰 四川省長

韓　正 上海市長
●韓長賦 吉林省長
●喻林祥 武警部隊政委

儲　波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童世平 國防大學政委

溫家寶 國務院總理
●謝旭人 財政部長
●強　衛 青海省委書記

路甬祥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靖志遠 二炮司令員

●蔡　武 國務院新聞辦主任
廖　暉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
廖錫龍 總後勤部部長
薄熙來 商務部部長
戴秉國 中央外事辦主任、外交部副部長
戴相龍 天津市長
魏禮群 國務院研究室主任

注：有●者為新當選委員(107人)
(按簡體字姓氏筆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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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屆中委
101人退出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1日電】中共
十七大今日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
會，新增加了107名，同時，亦有十六屆中
央委員會101人退出，退出的包括中央政治
局常委曾慶紅、吳官正、羅幹等；也包括
一些省級官員，如前吉林省委書記王雲
坤、前黑龍江省委書記宋法棠、前河北省
委書記白克明。以及內閣成員國務院副總
理吳儀、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前水利部長
汪恕誠等；也有原軍方的一些將領，如北
京軍區司令朱啟、空軍司令喬清晨等。而
與本港具有較深淵源的中聯辦主任高祀
仁、總參副總長劉鎮武等也沒有當選。

十六屆中央委員有4人已逝世，分別是：
黃菊、呂福源、李至倫、宋德福。

周永康 習近平
李克強 李源潮 全票當選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1日電】備受
外界矚目的中共十七大於今日中午正式閉
幕，共選出204名中央委員，相比十六大選
出的中委多出6名。據與會代表會後透露，
新一屆中委得票率高達90%以上，部分委
員更是以全票當選，其中包括現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周
永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遼寧省省委
書記李克強，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等。

新中委更趨年輕
知識型領袖湧現
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371人 較上屆增15人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1日電】中共十七大今日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

會，其中中央委員204名，較十六屆增加6名，中央候補委員167名，較十六屆增

加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總計371人。而在新一屆中央委員中，新人有107

名，佔總數的52.45％；同時從十六屆中央委員會退下的有101人，包括中央政治

局常委曾慶紅、吳官正、羅幹，政治局委員吳儀、曾培炎、張立昌、曹剛川等，

另外還有一些省級官員、內閣成員以及軍方的一些將領。

姓名 職　務 姓名 職　務 姓名 職　務 姓名 職　務 姓名 職　務 姓名 職　務

卸任的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吳官正、羅幹，他
們分別為68歲、 69歲和72歲。其他還有6名原十
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出現在新中央委員名單
之上，除黃菊已逝、陳良宇被查處外，他們是年
齡較大的副總理吳儀、曾培炎、前天津書記張立
昌、中央軍委副主席曹剛川。

吳儀曾培炎張立昌曹剛川未當選
十七屆中央委員中，31個省市區黨政一把手均

當選中央委員，其中有23個省區市的書記或省
長、主席是新當選的，包括5個自治區的廣西區
委書記劉奇葆和主席陸兵、寧夏的王正偉、新疆
的司馬義．鐵力瓦爾地，西藏的向巴平措和內蒙
古的楊晶。

新當選中央委員中，有女性委員9人，分別
是：監察部長馬馬文，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書記
處第一書記、黨組書記鄧楠，中華全國總工會書
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孫春蘭，黑龍江省衛生廳
廳長李斌，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中央國家機
關工委常務副書記楊衍銀，司法部長吳愛英，中
組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以及青海省長宋秀巖。

女性委員 增至13名
加上連任的原十六屆

中央委員中的4位女性
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烏雲其木格，全國政
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
劉延東，國務委員陳至
立，全國婦聯副主席、
書記處第一書記黃晴
宜，新一屆中央委員共
有13名女性，比十六屆
中央5名女性委員多了8
名。

政情人士觀察指出，
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一
大特點是，基本沿襲了
此前地方黨委換屆所出
現的「4、5、6」三級

梯次格局特點。年齡梯次體現的「老中青」三代
合理搭配的格局，成為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一大
特色。他們當中，多數委員為50歲開外，但亦有
60歲左右的委員，亦不乏40歲出頭者，如湖南省
省長周強今年只有47歲；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年僅
44歲。

此外，尚有今年9月剛剛提升的中央辦公廳主
任令計劃，1956年出生，今年才51歲；中央組織
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比令計劃還小一歲；中央
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56歲。未來，他們將和
現在中央委員會中的許多年輕委員成為國家領導
層的中堅力量。

新晉委員 多擁較高學歷
新加入委員中，普遍具有較高學歷。其中，吉

林省委書記王 、寧夏區主席王正偉，均擁博士
學位；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復旦大學畢業，數
學系高材生；重慶市委書記汪洋、青海省委書記
強衛，均為工科碩士；浙江省長呂祖善為南京航
空學院大學畢業，高級工程師等。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楊風春此間指出，高官
的年輕化、學術化、技術化正成為中央培養未來
可用人才的多樣性選擇，並漸成趨勢。

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人員名單（101人）
馬啟智、王雲龍、王雲坤、王眾孚、王建民、石雲生、石秀詩、田鳳山、田聰明、白克明、

司馬義．艾買提、呂福源、朱　啟、喬清晨、多吉才讓、劉書田、劉華秋、劉振華、劉鎮武、

許永躍、孫志強、孫家正、牟新生、李至倫、李安東、李金華、李棟恆、李貴鮮、李鐵林、

李乾元、李肇星、李德洙、楊正午、楊懷慶、楊德清、蕭　揚、吳　儀、吳官正、汪光燾、

汪恕城、汪嘯風、沈濱義、宋法棠、宋照肅、宋德福、張中偉、張文台、張文康、張立昌、

張學忠、張俊九、張維慶、張福森、張德鄰、陳雲林、陳傳闊、陳良宇、陳福今、羅　幹、

季允石、金人慶、周聲濤、周遇奇、鄭萬通、鄭斯林、項懷誠、趙可銘、趙啟正、鈕茂生、

聞世震、姜福堂、洪　虎、袁偉民、熱　地、賈春旺、柴松岳、錢國梁、錢樹根、徐匡迪、

徐有芳、徐榮凱、徐冠華、高祀仁、唐天標、唐家璇、黃智權、黃鎮東、曹剛川、曹伯純、

閻海旺、隋明太、曾慶紅、曾培炎、溫宗仁、蒲海清、蒙進喜、雷鳴球、虞雲耀、解振華、

滕文生 注：按簡體字姓氏筆畫序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

鄧楠 劉源
躋身中委名單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1日電】在剛公
佈的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名
單中，不乏港人熟悉的知名人士，有中共元
老後人、航天功臣、運籌帷幄的體壇少帥，
還有妙筆著書的文壇明星。

楊利偉首膺候補中委
其中中共元老後人包括鄧小平次女鄧楠

（現任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以及
劉少奇之子劉源（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
兩人都是新當選的中委；航天功臣有新任
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中國首位太空人
楊利偉以及中國空間研究院院長袁家軍。
現年46歲的張慶偉曾是最年輕的十六屆中
央委員之一，是次為再度當選中委，而楊
利偉與袁家軍則首次入圍中央候補委員，
袁家軍曾任神舟五號飛船系統總指揮，比
張慶偉年輕一歲，亦是功勳卓著的「航天
少帥」。

另外，多名文體界名人也位列中委及候
補中委名單，包括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
振華、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乒乓球國手出
身的蔡振華，曾在中國乒乓球隊執掌教鞭
近10年，為國球揚威海外屢立奇功，人稱

「乒乓少帥」；而享譽文壇的女作家鐵凝去
年11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成為繼茅
盾和巴金之後中國作協57年歷史中的第三
任掌門人，她在中共十六大上亦曾當選中
央候補委員。

■當選十七屆中委的劉延東、劉冬冬、劉源、劉鵬（後排從左至右）和王
滬寧、王岐山、王旭東、王東明（前排從左至右）。 中新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中共十七大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勝利閉幕。
圖為上海市委書
記 習 近 平 ( 前 排
左)、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政府主席
鐵力瓦爾地(二排
中)、遼寧省委書
記 李 克 強 ( 後 排
右 ) 等 代 表 在 鼓
掌。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