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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国务院在总结各地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控制吸烟条例

■ 5年来，上海市成人吸烟率实现7年“连降”，至19.4%，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

任务目标

思想众筹

两会快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为了什么？为了保护未成年
人权利，引导迷途少年回归社会
“无障碍”。

刑事诉讼法第286条明确，除
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
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之外，不
得对外披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迄今，各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的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封存
启动程序等规定不同，司法实践缺
乏统一性，容易出现犯罪记录封存
不彻底、封存不及时的问题。
因此，最高法联动最高检、公安

部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统一
管理制度，十分必要。其中，扩大犯
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尤为关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485条规定，若犯罪人在年满十八
周岁前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罪并
罚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时，不
适用于犯罪记录封存。鉴于犯罪
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限定为5年
有期徒刑，是因为“5年”属于轻
罪，犯罪危害性不强，社会容忍度
相对较高，是在权衡保护未成年犯
罪人权益与社会公权益、损害法益
之间取得的一个平衡点。
如果未成年人数罪并罚被判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危害性不
强，只因“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被
排除在“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适用范围之外，就意味着，他们
被贴上了永久性标签。这有违未
成年人保护立法初衷。
为此，建议将社会危害性不

强、因数罪并罚被判处5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纳入犯罪
记录封存适用范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影

提起吴凡，人们常称她为“疾控女侠”，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吴凡第一时间投

身上海市和国家疫情防控。在吴凡的现任

职务中，除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

之外，兼任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长、世界卫

生组织健康城市合作中心主任。作为全国

政协委员，她也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了《关

于尽快出台国家控制吸烟条例的提案》。她

建议国务院在总结各地立法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尽快制定出台控制吸烟条例。

上海成人吸烟率7年“连降”
2016年1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简称《控烟条例》）修正案，将室内

禁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增加了部分室

外控烟场所。时任上海疾控中心主任的吴

凡曾表示，新条例规定的不是告诫公民能不

能吸烟的问题，而是吸烟是否会危害他人健

康，要尽最大可能做到不危害他人健康，这

是整个立法的核心。

5年来，上海市成人吸烟率实现7年“连

降”，至19.4%，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任

务目标。申城控烟工作不断深入，离不开像

吴凡这样一群人的持续推动。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控烟条例
在此次的提案中，吴凡委员表示，近几

年来，我国已有京、沪、深等 24个城市制定

了地方控烟法规，公众对控烟的支持度也逐

年提高。

近几年，吴凡委员在各种场合都呼吁，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并在去年两会期间也提交过相关提案。

吴凡委员认为，立法的过程就是在逐步形成

社会共识。

在此次提交的新提案中，吴凡委员建

议，相关部委在总结各地立法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尽快制定出台控制吸烟条例，坚持控

烟立法，室内室外两手抓：一是坚持室内公

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全

面禁止吸烟；二是推进室外控烟，将特定公

共场所室外区域如托幼机构、青少年活动中

心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和

人群密集的场所纳入禁烟区域，同时，倡导在

室外不吸游烟，设置规范化室外吸烟点。

本报记者 方翔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汽车尾气净化

催化处理装置（三元催化器），是安装在汽车
排气系统中最重要的机外净化装置。但调查

发现，国内废旧汽车回收行业回收的大多数车

辆，三元催化器都缺失了。”全国政协委员王光

贤昨天告诉记者，利益驱动，缺失的三元催化

器，通过地下交易市场回收后被非法冶炼，冶

炼过程中会使用大量毒害类的甚至是剧毒类

的化学药剂，对三元催化器中的催化剂进行浸

泡，其具有严重毒害性的废液和废渣，竟被直

接排放到环境当中，严重污染土壤及水体。有

些不法商贩的冶炼场所甚至设在居民区。

王光贤委员呼吁“从源头上治理，避免造

成严重污染”。

全国每年废旧汽车尾气
净化催化剂至少数千万吨
王光贤委员介绍，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

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5亿辆，其中

汽车保有量达3.02亿辆，约有70%的废旧汽

车安装有尾气净化催化处理装置。根据中国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全国报废机动车回收量239.5万辆，其中废

旧汽车回收量206.6万辆，包含的三元催化器

约144.6万个。“以上海市报废机动车回收企

业为例，2019年到2021年回收的报废机动车

中，含尾气净化催化剂的报废车占比低于

20%，远低于公安部70%的统计数据。”

三元催化器去了哪里？原来，三元催化

器的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属于危险废物

（HW50），主要危险成分是重金属、有机污染

物、石棉纤维毡等，具有毒性，严禁随意拆

解、丢弃、露天堆放。但由于该催化剂含有

价值较高的贵金属铂、钯、铑，有人就动起了

非法冶炼的歪脑筋。王光贤表示，“全国每

年的废旧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至少有数千

万吨，但进入有经营资质的正规企业处置的

数量极少。废旧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生

的环境污染是隐性的，危害性却巨大。”

加强报废汽车关键部件
的监督管理
王光贤在提案中提出：完善法律法规，

修改《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和《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要求

机动车报废时必须带有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

剂，加强报废汽车关键部件的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等执法监管部门要采用高科

技手段等，掌握相关违法违规线索及信息，

严格查处非法收集、非法处置废汽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的行为，尤其要加大力度集中打击

非法处置的地下作坊。

通过宣传科普，提高车主环保意识，避

免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等流向地下市场。

3月8日上午，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
道”采访活动中，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表
示，支持女性科学家投身科技，女性科学家
在青年项目年龄方面限制放宽。
在科技领域，女性的力量早已不容忽

视。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全国科技工作者
中女性占比约45.8%。女性已经撑起科技“半
边天”。但随着专业技术职务提高，女性占比
逐级减少，女性科技领军人才匮乏，“剪刀差”
现象较为突出。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分别为6%和5.3%。
女性科技人才为何在职业发展中遭遇

“瓶颈”？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点被很多
人提及，那就是很多女性科技人才承受着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像生育期与职业

发展上升期重合等现实问题，就使得一些
女性科技人才“顾此失彼”，错失了“向上”
的良机，甚至不得不放弃科研事业。
现实问题既已存在，当务之急就是提

出对策并付诸实施，让女性科技人才的职
业发展之路能走得更顺畅。例如放宽年龄
限制、创造生育友好型环境等措施，或能为
女性减压，让她们获得更多机会。与此同
时，还要进一步推动两性共同承担家务和
育儿责任，并破除职场中的性别偏见。
去年，科技部、全国妇联、教育部等13

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
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
提出的举措令人十分期待：在若干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中探索设立女科学家项目，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适当放宽
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
学家作为候选人；鼓励科研单位设立女性
科研回归基金，资助女性科研人员生育后
重返科研岗位……有关各方都要行动起
来，让这些举措从纸面化为现实。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长
叶叔华说道，女性是社会当中非常强大的一组
力量，在科学、技术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
这一力量要充分发挥，不只需要女性

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突破，还需要外部环境
提供更多支持，为女性在各个领域施展才
华拓宽空间。

“疾控女侠”再喊控烟
全国政协委员吴凡：出台国家层面“控烟条例”

回收废旧汽车，不见“三元催化器”
全国政协委员王光贤：不法商贩非法冶炼造成严重污染

为女性投身科技提供更多支持 纪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