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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戒烟，共享无烟环境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5 月 31 日，是第 34 个世界无烟
日。国家卫健委与世卫组织共同发
出“承诺戒烟 即刻行动”的号召。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吸烟人数超 3 亿，
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超100万，控烟
形势十分严峻。

党政机关作为标杆群体，已经
进入2022年底实现全面控烟任务的
攻坚“倒计时”。领导干部带头，是
标杆，更是风向。记者从国家卫健
委获悉，下一步国家将围绕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直面成人吸烟率高、
电子烟界定及监管等焦点问题，坚
定不移推进控烟工作，加速落实无
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无烟家
庭建设。

党政机关禁烟从严从速

开展全社会无烟环境建设，党政机
关是标杆群体，发挥着示范带头作用。

早在2013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
关事项的通知》。2019年，出台《国务院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
提出“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
关”的目标，按要求需2022年底基本实
现。2020 年，国家卫健委、中央文明
办、全国爱卫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无
烟党政机关建设的通知》，再次明确无
烟党政机关室内区域全面禁止吸烟。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截至目
前，全国省级及以上无烟党政机关建成
率达 78.9%。各地正加速进入党政机
关禁烟“全面达标”的攻坚期。

让“关键少数”发挥表率作用，多地
相继推出特色举措。在首都，《健康北
京行动（2020-2030年）》将党政机关全
面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列为“约
束性指标”，提出以无烟机关建设为重
点，推进全市控烟示范单位建设。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建枢
说，北京很多机关都已主动申报“无烟党
政机关”，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不吸烟，还
制定了严格处罚制度，“有些单位甚至在
招聘时就明确要求不许吸烟，也有不少
单位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协助控烟”。

中国（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陆
家嘴管理局将控烟情况列为部门、员工
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并实施评优“一票
否决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将控
烟检查增加到每周审务督察工作中。
许多机关将控烟管控纳入楼宇消防控
制系统，全楼覆盖高灵敏度烟感设备，
室内实行实时监控。

广东省从提升控烟队伍技术能力
入手，连年举办广东省控烟业务技能培
训，并将无烟党政机关建设作为培训重
点，累计培训控烟行政管理人员500余
人次，为各级机关合理规划控烟环境储

备技术力量。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肖琳

表示：“率先建成无烟党政机关需要领
导干部带头作出表率。完成2022年全
面控烟的目标任务一定不能流于形式，
我们将从严从速持续推动下去。”

坚定重点场所、重点人群
控烟决心

为迎接第34个世界无烟日，26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吸烟危害健康
报告2020》，一组数据值得引起充分重
视——

我国吸烟人数超3亿，2018年15岁
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
吸烟率高达50.5%，高于国际水平。烟
草每年使我国100多万人失去生命，如
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
每年200万人，到2050年增至每年300
万人。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世卫组织
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主任王辰
院士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控烟工作不
断取得进展，但吸烟率居高不下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不够
充分，缺乏有关烟草危害的科学知识，甚
至存在思想和观念上的认知误区。

最新公布的这份报告给出了一系
列“有充分科学证据”的最新研究结论：
吸烟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系
统感染、肺结核、多种间质性肺疾病；吸
烟可以导致肺癌、喉癌、膀胱癌、胃癌、
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食管癌、
肾癌等癌症发生，且吸烟量越大、年限
越长，疾病的发生风险越高……

这些科学研究结论提醒我们必须
坚定戒烟的决心，也指明了下一步控烟
的发力方向。

重点场所需积极落实“凡有屋顶的
地方都不能抽烟”。记者多地调研发
现，当前商超、餐馆、楼道、公厕等依然
是吸烟“重灾区”，而马路口、地铁出入
口、公园等则是“抽游烟”的“高发区”。

广州市控制吸烟办公室公布的信
息显示，2021年4月，市、区控烟监督员
对934家场所无烟环境执行情况进行
了巡查，结果发现29家单位存在违反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现象，主要为网
吧、商店、文化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

“在室内场所，完全禁止吸烟是避
免二手烟危害的唯一有效方法。”王辰
特别提示，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儿童哮
喘、肺癌、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且二手
烟暴露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即使
短时间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也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排风扇、空调等通风装
置无法完全避免非吸烟者吸入二手烟。

实现“控源头”“减基数”还需紧抓
重点人群。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的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发现，高中
生吸烟率远高于初中生，职业学校控烟
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戒烟门诊负责人梁立荣表示，青少年吸
烟会对身体健康特别是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产生严重危害。青少年对尼
古丁较敏感，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戒断，
务必高度防范青少年等重点人群接触
和使用烟草制品。

电子烟争议焦点
不回避不推诿

电子烟，是一种特殊的烟草产品，
一般由烟油和烟具组成。烟油主要由
烟碱（尼古丁）制成，并通过电子烟具将
尼古丁及各类添加剂雾化后供消费者
吸用。

近年来，电子烟以酷炫、时尚的外
表吸引了众多新老“烟民”。而有关电
子烟的界定、对健康的危害程度以及
是否有助戒烟等话题一直争议不断，
业内更是高度关注未来监管走向。

针对焦点问题，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报告2020首次用一个章节专门陈述电
子烟，开篇更以突出字体标示：“有充分
证据表明电子烟是不安全的，会对健康

产生危害”。
“电子烟烟液中含有有害物质”“电

子烟调味剂加热后可产生有害物质”
“电子烟烟雾等具有细胞毒性”……除
了报告中的这些明确提示，王辰还特别
强调，电子烟加热溶液产生的二手气溶
胶是一种新的空气污染源，其金属含量
可能比可燃烟草卷烟中的多。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员杨杰也表示，除尼古丁
外，使用者吸入并呼出的电子烟雾可能
含有其他有害和潜在有害物质，包括可
深入肺部的超细颗粒，可导致肺部疾病
的丁二酮添加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致癌物质，以及镍、锡、铅等重金属。

记者调研发现，形似真烟的外形、
标识不明的包装、多种诱人的口味，结
合商家“无害、无毒”的鼓吹以及网上
玩电子烟喷雾视频的不良引导，“电子
烟文化”在一些青年人中成为流行。

梁立荣说，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会
对发育中的大脑产生长期影响，不仅
会成瘾，还可能诱导其吸用传统烟草。

对此，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
化司司长毛群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电子烟成为公
众的“第一口烟”。目前，我国部分城市
已将电子烟纳入禁烟场所监管范围，杭
州、南宁、深圳、秦皇岛等地还出台了条
例，规定禁烟场所同样禁吸电子烟。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在我国，较一
般商品而言，卷烟综合税率较高，但电
子烟仅按普通消费品征税，侧面说明电
子烟是否被视为烟草制品仍存在不确
定性。加之国内监管法规和电子烟国
标均有待完善，客观上也助长了电子烟
的发展。

受访专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尽
快推进电子烟标准制定和问责落地，从
法律层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电子烟广告、
促销和赞助，提高行业门槛，加大“向未
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处罚力度，避免
不吸烟者受到不良广告信息诱惑先尝
试电子烟、而后成为传统烟草制品的吸
烟者。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我国烟民超3亿
每年超百万人失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