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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道上，有人突然加快脚步，迅速超

越前方行人，随后恢复正常步频。这个忽快
忽慢的人，可能就是我。 被赶超的陌生人，

多半正在抽烟。

我不抽烟，对烟味敏感，对游烟反感。

可我没有足够勇气去当面制止别人掐烟，

也知道我国暂无法律法规禁止游烟。 所以

只能屏住呼吸，靠脚力，快点摆脱二手烟。

否则， 整整一支烟的工夫， 都得跟在身后
“陪吸”。

类似剧情经常上演， 恼人烟味挥之不
去。 游烟的害处，至少有三。

一是危害他人健康。一路吞云吐雾，让
人避之不及。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

控烟协会 5月底发布市民调查，6350名参
与者中，74.5%经常遭遇游烟，“表示反感”

的高达 92.4%。

二是影响市容环境。150名志愿者曾 1

小时在西湖边捡出 15000多个烟头。 一家
公益组织统计发现，人行道、花坛和草丛分

布最多。 游烟难辞其咎———走着走着抽完
了，随手一丢。

三是增加火灾隐患。烟头燃烧时，中心

温度高达 700℃以上。 从居民小区到山林

景区，一个烟头引发的火灾，不胜枚举。

游烟危害已成共识， 但改变现状还需

更多努力。 比如，加强立法，逐步扩展禁烟
范围。几天前，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

透露， 上海正探索制定室外吸烟点的地方
标准。邻国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日本许多

城市明令禁止游烟，并有专人巡查，违者罚

款数千日元。

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推进立法的过

程中，也要从烟民的角度换位思考。不能只
是口头呼吁他们控制和忍耐，应疏堵结合，

在室外设置适当的吸烟区———医院、学校、

地铁、商场大门口，人流密集，往来穿梭，并

不合适。日本部分街道专设吸烟区，标志醒
目，容易找，也方便集中回收烟头。 区域内

随意吸，越雷池就罚你。

不要把烟民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积极

参与网络投票的，往往不抽烟，调查结果未
必客观周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烟民已超

过 3亿，不能无视他们的诉求。“封住”一些
路，也给一些“出口”，引导“烟民去哪儿”，

才是更加细致且人性化的做法。

烟民去哪儿
曹 刚

新民随笔

    作为健全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机

制、强化协同攻坚的举措，上海 2021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日前正式揭牌

成立。而作为大赛组委会中唯一的高校单
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不仅为
筹办大赛提供支持服务，也为推进我国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今年 2月，研究中心正式获得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为赛事的顺
利开展及技能文化传播做出更多贡献。”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
协委员徐滕岗告诉记者。

融入赛事筹办提升服务能力
为了更好学习了解世赛相关规范和要

求，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第 45届世界技能大

赛期间，研究中心选派了罗胜强、王梦瑶两
位博士赴喀山全程跟岗实习，以世赛中国组

委会工作成员的身份融入其中，开展会议翻

译、组织协调与会务、收集研判赛事信息、撰
写咨询报告等工作。“三个月的跟岗学习让

我体会到，世赛的成功举办任重而道远。”罗
胜强回忆起此前的经历，深有感触，“世赛的

承办承载着在全社会推广世界技能运动，引
导全社会更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的重任。”

在喀山期间，罗胜强观察到，在世赛举

办过程中，如何协调本国既有做法与世界技
能组织规定之间的矛盾，也极具挑战。“比如

世界技能组织对于赛事竞赛、推广活动、会
议等所做出的详细规定与喀山当地的很多

习惯做法不符，这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
调工作。”两人搜集整理的相关信息以及观

察研究的办赛经验和教训，如今都已悉数进
入到相关团组、部门的参考资料，为上海成

功办赛提供了有力支撑。
徐滕岗介绍，研究中心还全程参与了在

申城举办的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全国选拔赛；赴重

庆观摩“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总结研究

办赛经验。此外，他们完成了多项人社部项
目和课题，不少建议均被采用。“在研究过程

中，我们自身能力也在提高，通过不断学习、
不断琢磨，来根据世界技能组织的规范要

求，拿出‘中国方案’。”

开发智能系统传播工匠精神
记者获悉，研究中心还组织相关团队，负

责开发“智能化世赛基础设施项目实时管理系

统”，将于 8月初上线运行。“这套系统可以及
时动态显示各个时段、各环节比赛项目基础设

施准备落实状况，让筹备工作的每个环节可视
化，以快速高效的手段展开项目管理。”

在喀山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展区

现场，一系列高科技互动体验、展示吸引了
人们围观驻足，既展现中国技能发展的成

果，也成为上海打响“四大品牌”的展示窗
口。徐滕岗透露，在上海举办第 46届世界技

能大赛时，坐落于杨浦滨江区域的世界技能

博物馆也将同步开放。“展品征集已有 4000

余件，有实物，也有影像、文字等等。目前正
在进行展陈方案的设计，预计在今年底前将

竣工。博物馆还计划开设‘名人堂’，通过能
工巧匠雕塑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博物

馆建成后，将全面推进世界技能合作与交
流，弘扬工匠精神。“它也会成为申城青少年

的互动学习平台，其包含的互动空间能让学

生学到一些实用小技能。”
今年 12月将在广州举办我国第一届职

业技能大赛。徐滕岗认为，自我国宣布承办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后，国内形成了一股行业

竞赛热潮，尤其在青年技能人才中形成了一
种氛围：“一技在手”可以改变人生。“在上海的

职业教育中，很多已经将世赛考核标准、规范
列入课程体系。”他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

海）研究中心并不是简单地为世界技能组织
服务，而是通过取舍将精华部分为我所用，同

时也将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理念传播出去。”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 （记者 郜阳）8月 3日 0—24时，

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上海报告 1例境外输
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又讯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8 月 3 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6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 6例（广东 4例，上海 1例，四川 1例），
本土病例 30例（新疆 28例，辽宁 2例）；无新增

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在上海）。

上海昨新增 1例境外输入病例

综合新闻8
本版编辑 /昌 山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0 年 8月 4日 /星期二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上海工程大两年前成立相关研究中心

为世技大赛贡献“上海智慧”

    在日前举办的 2020 ChinaJoy全球电竞

大会上，主办方发布了关于 2020英雄联盟
全球总决赛的准备计划及最新消息：总决赛

将全程在上海举办，赛事将从 9月 25日开
始，决赛时间为 10月 31日。

防疫安全是最高优先级
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赛事，势必会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选手和工作人员来沪，网友们纷

纷对防疫安全问题各抒己见，为此，记者在
会后专访了拳头游戏中国区负责人兼腾竞

体育联席 CEO林松，对于网友的顾虑，林松
表示，作为赛事的主办方，确保所有玩家、选

手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是最高优先级，这次的

赛事举办也得到了上海许多政府相关部门

的意见和建议。

事实上，要举办一场国际性赛事每一
步都困难重重，在这过程中相关部门提供

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疫情防控方面，
入境人员在上下飞机前都需进行核酸检

测，飞机在上海落地之后进行 14天隔离。
除了目前国内最严格的检测标准外，还有

更多措施保障选手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健

康：从选手和工作人员行前、航行中、入境
后以及整个比赛过程中，都有点对点管理

措施。

林松坦言，此次世界赛的举办过程中
最主要的工作团队都来自中国本土，仅有部

分国外技术人员和专家来沪，这对于疫情防
控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效的。

力争建成“全球电竞之都”

疫情之于电竞行业是一次危机，也是一
次探索更多可能的机遇。今年 3月 9日，在

传统体育赛事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英雄联
盟职业联赛（LPL）春季赛首次在线上重燃战

火，令全世界瞩目上海，此次总决赛能够举
办更是体现了上海的担当和魄力。在电竞专

业人士潘逸斌看来，这些年来上海的电竞营

商环境不断提升，走在了全国的最前沿。从
财税政策上的扶持到宣传力度上的加大都

让他看到了上海对于整个电竞行业的认可。
早在 2017年底，《上海市“十三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就率先发布，强调要将
上海打造为“全球电竞之都”。2019年 6月，

上海进一步出台《关于促进上海电竞产业健

康发展的 20条意见》（简称“电竞 20条”），
旨在加快产业布局，举办专业性强、认可度

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竞顶级赛事，建成一

批电竞园区和电竞场馆，培育一批专业技能
突出的电竞人才，力争 3至 5年内全面建成

“全球电竞之都”。如今，上海已集聚全国
80%以上的电竞企业、俱乐部、战队和直播平

台，超过 40%的全国电竞赛事在上海举办。

正如大会公布的全球总决赛主题“所向
无前”一样，2020年是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的第十年，从默默无闻的小舞台走到世界各
地的知名体育场馆，电竞行业正在上海这块

热土开花结果，一往无前！
本报记者 任天宝

2020英雄联盟总决赛将如期在沪举办

背后离不开这些“上海努力”

    近日正

在进行改造的
上海老啤酒

厂，引入区块
链技术应用于

立项、设计、施
工、置换等全

过程。这也是

全国区块链
赋能建筑业

的“第一单”，
有望给这个

传统行业带
来积极变革。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华天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