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高檔、精美印品為主的深圳印刷業，出口額佔全國的
25%，在中國印刷版圖中，深圳印刷的國際化水平首屈一
指。

然而，深圳印刷行業協會會長譚浩輝卻認為，僅憑借市
場佔有率來評估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產業水平，還
遠遠不夠。在國際競爭中，標準已成為產業的至高點，當
中國印刷標準成為國際通行的標準時，再談中國印刷實
力，才真正理直氣壯。

譚浩輝表示，作為中國重要的印刷品出口基地，深圳印
刷業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已刻不容緩。

印刷標準國際化 刻不容緩
「被動地執行別人的標準，靠以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廉

價的產品來贏得市場，這種實力徒有虛名。」譚浩輝說。
這種「刻不容緩」的緊迫感並非危言聳聽，鮮明的例證

就在不久前。今年上半年，二甘醇引發的「毒牙膏」風
波，如同推倒了「多米諾骨牌」，不少國家對中國牙膏產
生不信任。而事件的起源在於，目前國內牙膏標準的滯後
性，很多企業還在採用上世紀80年代的標準。

「這件事想起來都可怕，假設是發生在印刷品上，比如
在出口的兒童書籍中檢測出有毒成份，對兒童健康產生不
良影響，那對深圳乃至中國的印刷業打擊，也將會很大很
大。」譚浩輝擔心的背後卻是，中國印刷標準與國際差距
二、三十年的現狀。

參與標準 深圳有責
「作為一名印刷人，十分清楚這一差距的危害性，因

此，深圳印刷業有責任、主動地協助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屬
下的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共同推動中國印刷標準
國際化。」譚浩輝表示。

據悉，在深圳印刷企業中，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約佔兩
成，四成以上的達到國內先進水平，深圳是國內三大印刷
基地之一。

「企業是創新主體，要擺脫中國標準落後的困局，唯一
的辦法是，讓更多的龍頭企業參與到國際標準制定之中。
深圳印刷的「實力派」應承擔起責任，要讓世界印刷標準
有深圳的聲音。」他說。

瞄準標準前沿——印刷數字化
目前，標準和專利的結合已成為國際上新技術壟斷的遊

戲規則。如何在這場爭奪戰中贏得主動權，爭取成為規則
的參與者乃至制定者，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命題。

「在藥品、食品、服裝等領域的包裝企業，以及兒童書
籍等出口企業中，推行國際印刷標準，讓這些在國際市場
打擂台的深圳企業，知道那裡的遊戲規劃，是標準建設的
當務之急。」

「但這只是防禦型策略。」譚浩輝表示，瞄準行業至高
點——印刷數字化進程，才是深圳印刷參與標準的進攻型
策略。

據介紹，目前，數字化已成為當今印刷業的潮流。印刷
工業經歷了從凸版印刷、到膠印、再到數字印刷的過程，
數字化進程將引起整個印刷生產過程的徹底改變。

他認為，深圳印刷要主動站在標準的最前沿，通過自主
研發、自主創新，產生中國數字化印刷標準，在生產工
藝、生產技術上領先世界，為中國建設世界印刷中心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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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丁亥年九月十三A19
責任編輯：陳華超　　版面設計：林潔瑜

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深圳印刷責任在肩

當今的世界經濟競爭，已開始由資

本向技術競爭轉變，並逐步演變為標

準之爭。誰掌握了標準的制訂權，誰

的技術成為國際標準，誰就掌握了市

場的主動權。

缺乏標準、標準滯後不僅讓本土企

業喪失國際話語權，也嚴重制約產業

發展。標準影響的是一個行業，甚至

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周國平

【本報訊】一個具體的行動勝
過千言萬語。在今年的中國（深
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上，

「海德堡在華如歸故里——We are
a Chinese Company, too」的巨幅
標語十分醒目，體現了海德堡積
極融入本土文化，務實推動中國
經濟發展的決心。

作為海德堡深圳公司總經理的
譚浩輝表示：「在領軍珠三角印
刷崛起中，自己更喜歡以行動說
話，實實在在的做事。」

上世紀末

為珠三角200家企業融資

早在1998年，全球印刷業「領頭
羊」——海德堡在中國起步，如今，
中國已成為海德堡的全球版圖上最
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時，深圳乃至華南地區許多中

小印刷企業，幾乎都面臨融資難的

困擾。譚浩輝發現這一情況後，積
極與香港金融界溝通，先後引進融
資50多億，為200多家中小印刷廠解
決了燃眉之急，促進深圳乃至華南
地區印刷業的蓬勃發展。

21世紀初

解決印刷人才培養「短板」

隨㠥珠三角印刷業的快速興起，
專業人才培養又成行業「短板」。譚
浩輝又攜手深圳高等職業技術學
院，開創 「企校合作」新模式，建
立「海德堡技術培訓中心」。
在海德堡技術培訓中心，學生們

熟練地操作全新海德堡SM52四色膠
印機，印製各種精美的印刷品，這
些由海德堡捐贈的設備價值數百萬
元，甚至連有些資金不足的小印刷
廠都買不起。
據悉，在國內進口的印刷設備

中，四分之三都集中在珠三角地
區，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設備
都能在廣東找到，其中相當部分來
自於海德堡。對於那些能熟練操作
海德堡印刷機的機長，更是珠三角

地區的熱門人才。
2005年，溫家寶總理專門到深職

院海德堡印刷技術培訓中心參觀，
並給予了高度肯定。德國海德堡印
刷媒體學院的院長也曾到此訪問，
這位印刷教育的世界級專家，參觀
後驚喜地留言，「這是我所看到
的、非常好的印刷職業教育學院。」

如今

致力中國標準話語權

目前，中國正由印刷大國邁向印刷
強國，標準成為全球競爭的至高點。
據悉，國際上與印刷技術相關的

國際標準，由國際標準化組織印刷
技術委員會(ISO/TC130)來制定。本屆
ISO/TC130的管理由德國標準化學會
（DIN）負責，也就是說，在本屆
ISO/TC130委員會中，德國人既是主
席又是秘書長，負責技術和管理工
作。
得益於海德堡的國際影響力，在

2006年12月，譚浩輝聯合深圳政
府、深圳印刷行業協會一起組團，
赴德國考察了國際印刷標準化學會

（DIN）。
2007年9月，譚浩輝代表深圳印刷

行業協會，並作為全國印刷標準化
技術委員會代表團成員，出席在日
本東京舉行的ISO/TC130的工作組會
議。在「關於校對符號和印刷術語
最新國際標準草案」的會議主題討
論中，譚浩輝和中國的專家提出，
應增設關於針對漢字體系文字的校
對標準，並完成該部分的國際標準
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印刷標準化
國際會議中，中國運用話語權影響
國際印刷標準的制訂，尚屬第一次。
對此，ISO/TC130的他國專家更表

示歡迎，並接受中國方面的意見。
英美等國的專家表示，「這次中國
代表團能來參加工作組會議，並表
達意見是非常重要的，必須給予漢
字文化體系以足夠的重視。」
談到這次會議，譚浩輝表示，我

們不能只滿足於跟㠥採用，而應積
極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活動和有關
標準的制定，使國際標準盡量反映
中國的意見和要求，推動中國印刷
標準化的發展，從而縮短與發達國
家的標準化差距。

日前，著名的美國印刷業協會／印刷技術基金會
（PIA/GATF）公佈了今年獲得創新科技獎的產品，海
德堡公司的兩項產品榜上有名，配置Anicolor供墨單元
的「速霸SM52」和「速霸XL105」雙雙獲獎。

「得獎產品不僅對印刷媒體業有㠥重要的影響，而
且它們在市場上也廣受好評。」基金會副會長馬克·
波漢指出：「它們為用戶提供了獨特的實際價值，它
們因此才獲得非凡的榮譽。」

據悉，Anicolor供墨單元可以減少開機廢張，並且更
加利於環保。在一項涉及全球變暖、水質酸化、水藻
氾濫等眾多領域的研究中，對比了Anicolor供墨技術與
傳統供墨系統。研究發現Anicolor供墨單元能夠大幅減
少廢張比例，從而大大減少了對環境的破壞，其程度
減輕高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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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公司是印刷媒體業首屈
一指的解決方案供應商，在全球
單張紙印刷機市場上，佔據四成
以上的份額；總部位於德國海德
堡市。

除了印刷設備之外，海德堡公
司的產品還包括印前製版設備和
印後加工設備，以及能夠將所有
印刷生產步驟整合起來的軟件系
列等。

不僅如此，海德堡公司還為用
戶提供一系列零備件、耗材、二
手設備以及設備維修的服務，並
在海德堡印刷媒體學院開設了內
容廣泛的培訓課程。海德堡公司
還協助用戶制訂投資規劃，並提
供融資的便利。

在全球六個國家中，海德堡設
有技術研發與生產基地，此外還
擁有約250個銷售分支機構，向
全球逾20萬用戶提供服務。

在2006/2007財政年度中，海
德堡公司在印刷、印後、融資服
務等領域取得的銷售額達38.03
億歐元，淨利潤達2.63億歐元。
截至2007年3月31日為止，海德
堡集團全球共有19171名員工。

GATF大獎揭曉
海德堡雙喜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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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Anicolor供墨單元的海德堡印刷機採用了最尖
端的高新技術，是綠色環保印刷之星。

■今年9月，在日本東京舉辦的ISO/TC130工作組會上，
譚浩輝（中）用流利的外語與ISO/TC130秘書長交談。

■融入中國文化，務實推動中國印刷發展，海德堡在華如歸故里。

■溫家寶總理參觀海德堡技術培訓中心

深圳印刷責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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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2003年，在剛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十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吳邦國即發表
講話指出，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是人民行
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憲法和法律賦予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的職權是很大、很重要的。他特別強
調：「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長期在黨和政府
工作的同志到人大工作是退居「二線」、是「半
退」。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到人大工
作只是工作崗位的變動，不存在「一線」、「二
線」的問題，但也不是「火線」。

推行新規 書記兼掌人大
此後不久，人大還啟動大刀闊斧的改革：首

先，改變了人大作為黨政軍官員退休前過渡的
「二線」地位，逐步形成雙向流動制度，把其他
部委的得力幹部派往人大工作，積累政治經驗，
然後再轉崗到黨政軍等其他重要崗位上去。

其次，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還發文規定，各級
人大常委會主任要由同級中共黨委書記兼任。中
國政情分析家認為，這一規定，高度保證並強化
了人大的職能，理順了人大監督政府的關係，為

《監督法》出台做了充分準備。

孕育20年 出台《監督法》
再者，就是20年來一直無法通過的

《監督法》在吳邦國的推動下終於出
台。分析人士指出，《監督法》賦予人
大撤銷地方政府命令的權力，還規定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司法解
釋時，應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可以說，這些規定明確了人大是凌駕
於行政和司法機關之上的、名副其實的

『最高權力機構』。」
據透露，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與一些黨外人士座談時，曾把制訂《監督法》提
高到「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並強調，要
透過樹立人大權威，整治目前內地某些地方政府
無法無天的狀況。

就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的吳邦國，一直
心繫香港。許多港區人大代表深知：主掌全國人
大5載的他，非常關注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
展。有代表透露，「他一直對我們說，中央非常
重視香港問題，中央三代領導集體為此傾注了大
量心血，他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以及按照基本法辦事等方針，是香港繁榮穩
定、持續發展的最好良方。」

關注香港 落實一國兩制
每年都要撥冗專門會見港澳人大代表的吳邦國

還一再強調，中央將堅定不移支持香港特別行政
區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推進香港政治體制循序
漸進發展，「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就此形成廣泛
共識，依法做好政治體制發展工作。」

2006年12月，應特區政府
邀請，吳邦國風塵僕僕到訪
香港，出席國際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展開幕儀式
及歡迎酒會，這也是他進入
中國最高領導層以來首次訪
港。在48小時的緊張行程
中，吳邦國除了官式活動，
還抽空探訪香港平民家庭，
並贈送電腦和印有國徽的茶
具，情景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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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種種原因，中國人大系統經常被海外媒體誤讀為「橡皮圖章」和「表決機

器」，吳邦國出掌人大後，作出一系列改革，進一步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肩負的立

法、監督法律實施和「一府兩院」工作的雙重使命，彰顯「全國最高立法機關」

的權威和地位。外界紛紛稱道，中國人大絕不是「橡皮圖章」，而是越來越堅強有

力的「鋼印」。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

吳邦國雖是安徽人，但1967年從大學畢業後便分配
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生活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他人
生中最美好的青壯年華都是在「十里洋場」度過，對
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對數
字、資源、建設、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情況，皆瞭
如指掌。即使1994年調任中央，上海市民對於這個平
民書記仍然饒富情感，對他為上海所做的一切亦都感
念在心。

在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和書記期間，吳邦國曾為上
海的振興作出貢獻，因此獲得良好聲譽。上海人不僅

盛讚他的親民，更記得他的務實作風。他當年曾興致
勃勃地告訴記者，鄧公南巡的講話和南方一些省市的
經驗給上海很大啟發，要用大動作、大措施，幹出無
愧於上海地位的大事業。

吳邦國對上海信心十足，主政之初就保證到20世紀
末，將可以交給人民一個不再有木馬桶和煤球爐，不
再有棚戶危房，不再有市區污染的繁榮、文明的新上
海。上海近年急速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經濟
重鎮，與當年他領導的上海市政府高瞻遠矚的
規劃，雷厲風行地力推一系列改革分不開。

吳邦國簡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41年7月：出生，安徽肥東人

★196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0-67年：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
系電真空器件專業學習

★1967-78年：任上海電子管三廠工
人、技術員、工程師，技術科長、廠
長

★1983-85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
科技工作黨委書記

★1985-92年：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書記

★1992-94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
海市委書記

★1994-9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書記處書記

★1995-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
大型企業工委書記

★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黨組成員，中央企業工委書
記

★03年3月：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吳邦國主持在香港舉辦的「世界電
信展」與特首曾蔭權等嘉賓共同啟動
亮燈儀式。

■吳邦國參觀香港職業訓練局青年學
院，與學生談笑風生，盡顯親民風格。

■吳邦國探訪香港蘇屋㢏平民家庭，
並贈送電腦等禮品。

親民書記 滬人感念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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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治局常委

十七大

吳邦國早年曾在工廠的每一個層次都
幹過，對工廠的運作非常熟悉，對過分
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弊端也很有體會。他
還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企業工委
書記等重要職務，工作相當繁重。但他
當年重點關注的，還是大型國企的改
革、調整、重組與發展。在2002年11月
召開的中共16屆1中全會上，吳邦國當選
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任伊始，吳邦國便
風塵僕僕地走南訪北，調查研究，考察
指導。除中央常委集體參加的會議和活
動外，至2003年2月底的短短3個月裡，
他到過山西，去過海南，考察過三峽地
區，並在酒泉發射現場觀看了「神舟四
號」飛船的發射。

基層出身 深知體制弊端
期間，他出席全國經貿工作會議，在座

談中表示國企改革要堅持有進有退、有所
為有所不為。事實上，早於1999年9月，
中共15屆4中全會便集中研究了國有企業
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
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
任中央大型企業工委書記的吳邦國，對推
動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功不可沒。

工業行家
主導國企改革

出身貧苦，吳邦國更明白普羅大眾為生活奔波的艱辛，
更相信一步一個腳印的奮鬥歷程，他舉手投足更貼近民情
民意，這位素以謙和沉穩著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雖貴為中國第二號領導人，但為人謙虛，從不擺官架子，
尤愛「微服出巡」，深入大街小巷，直接聆聽百姓心聲。

燒過煤球爐 曾用木馬桶
當年吳邦國在上海任職時，便經常光顧當地小餐館，又

喜歡自己上街買米、買菜，遊走嘈雜的市集，他總說這樣
能夠更加了解群眾，不與群眾脫節。他又說過，自己做人
有個「三不」原則，即不偷懶、不逃避責任和不追求個人
利益。

吳邦國1941年出生於安徽省的一個貧苦家庭，大學畢業
以後，就到了工廠。在一段由低到高的任職期間，他始終
過㠥和上海大多數市民一樣的生活。吳邦國性格隨和，對
生活也不重享受，尋常百姓家的種種特色，總可以在他家
裡找到。他在上海任職時，住過石庫門房子和閣樓，也用
過煤球爐和木馬桶。

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黨委書記後，吳邦國
一家五口還在上海天潼路一間11平方米的石庫門房子中住
了很長時間，夏天的晚上，要在馬路上睡到一兩點鐘才進
得了屋的感覺，他從不陌生。就算當上上海市委書記，他
仍愛自己去買米、買菜。上海老百姓的不便，知識分子的
清苦，他都深有體會。

誠懇聽民意 謙遜走基層
別人看是紆尊降貴的做法，熟悉他的人卻說這就是再正

常不過的吳邦國。「平民書記」的美譽不脛而走，如他在
視察一些工程施工現場時，往往會脫下衣服，親自挖泥、
擔土，與一線工人打成一片；他的「軍帳」中常常「人去
樓空」，他跑遍了上海郊區的每一個縣，甚至直接到鄉、
鎮、村走走；他規定每逢星期四不開會、不辦公，全天下
基層。就是這種勤奮做實事、認真聽民意、謙遜走基層的
務實作風，令他獲得了老百姓的敬重。

吳邦國曾告訴友人：「我覺得平民生活的體驗對我很有
好處。我可以非常自如地到人群中去，和各種各樣的人攀
談，像小麵店、小攤檔的老闆，賣小菜的菜農、小販。同
時也可以非常真誠地和各種各樣的人交朋友。」「我喜歡
下去跑跑，也不一定做什麼深入的調查，跑得多了，聽得
多了，思路也就開闊了。」

出
身
貧
苦

做
人
信
奉﹁
三
不
﹂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掌舵人大
鋼印更鋼吳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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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委員長在雲南省考察，與
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親切話家常。

■吳邦國深入安徽淮南地下630
米深的煤礦，慰問採煤工人。

■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吳邦
國視察工地，親自挖泥、擔
土，與工人打成一片。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丁亥年九月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