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导无烟理念、无烟

环境，营造良好的控烟氛

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上

海市民的自觉。然而，在

一些公共场所，仍有少部

分人或因不了解相关规

定，或忍不住烟瘾，在禁

烟区吸烟。

室内全面禁烟、室外

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

识。上海市近年来逐步

推 行“ 控 烟 行 动 三 部

曲”。但是在申城的一些

学校门口，等候学生放学

的家长吸烟情况比较严

重，甚至在地上可以看到

烟头。控烟工作不仅需要

政府部门持续强化监督管

理，更需要每一位市民朋

友的共同参与和理解支

持，正如今年无烟日的主

题——无烟，为成长护航，

共建共享健康城市。

对公共场所违规吸

烟，要敢于说“不”。今年

 月，一名男子在上海迪

士尼乐园非吸烟区内抽

烟，被提醒后，非但不听

劝阻，反而逼哭工作人

员，并在警方赶到后“躺

平”撒泼。对此，上海迪

士尼禁止其再次入园，上

海控烟协会也发声支持迪士尼乐园。任

何个人都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

烟场所内吸烟；要求禁止吸烟场所所在

单位履行禁止吸烟的义务，并可以对不

履行禁烟义务的单位，向监管部门举报。

对公共场所违规吸烟说“不”，需要

细化监管措施。在餐厅的包房、办公室

的楼梯以及住宅的楼道内，遇到熟人吸

烟时，许多人往往不好意思说“不”。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严格执行禁烟、谁来

做好第一责任人等，都需要明确。像酒

店的服务员、办公室和小区的物业管理

人员，都应该有义务予以制止。

说“不”之后，关键还要在于精准执

法。    年，上海法定禁烟场所的违规

吸烟发生率为  . %，全市控烟监管执

法部门共处罚单位   家，处罚个人   

人，罚款总金额为   万余元。市民还

可以通过上海“控烟热力地图”，提供法

定禁烟场所的控烟问题线索，形成全市

控烟问题大数据热力地图，为监管部门

提供线索。通过社会和舆论监督，督促

场所开展控烟管理、巩固和整改，进一

步强化控烟社会共治成效。

面对公共场所控烟的难点，需要进

一步强化社会共治和公众参与。通过

有效说“不”，逐步引导和形成吸烟人群

前往室外吸烟点或远离人群的意识和

习惯，降低二手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共建、共治、共享健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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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外面划
禁烟不该有

禁区
盲区

有读者向本报反映，中小
学校门外不该是禁烟的“盲
区”，特别是在上下学时段，如
果有家长吞云吐雾，肯定会对
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确实，中小学校园作为

控烟的重点区域，必须严格
禁烟。昨天下午放学时分，
记者在本市多所中小学、幼
儿园校门外观察等候接孩子
的家长是否抽烟。

本报讯（记者 左妍）本市将强化无烟

环境建设，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

（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

识）。在今天举行的“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

活动上，本市推出国内首套标准化室外吸烟

点标识和引导标识，并发布最新的成人烟草

流行监测调查核心数据。

今年是《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实施13周年，其间两次修订，实现室内

全面禁烟，并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

范围。目前，全市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

发生率稳步下降至12.3%，法定禁烟场所电

子烟使用率为2.2%，市民对室内全面禁烟

的支持率达98.0%。本市持续强化开展控

烟执法检查，加大处罚力度，并对公共场所

违规使用电子烟开出罚单。2022年上海市

成人烟草流行监测调查核心数据显示，本

市成人吸烟率为19.4%，与2021年持平，男

性和女性吸烟率为36.8%、0.8%。自2010年

上海控烟立法以来，成人吸烟率已下降7.5

个百分点。本市成人电子烟使用率为1.1%，

较2021年下降0.4个百分点，男性和女性电

子烟使用率为1.9%、0.3%。非吸烟者暴露于

二手烟的比例为41.7%，较2021年下降9.8个

百分点。

在依法做好室内全面禁烟的基础上，根

据市民公众关注反映较为集中的室外游烟

和随处抽烟的情况，本市进一步推出和强化

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此外，本市发

布国内首套标准化室外吸烟点标识和引导

标识，并已应用于全市首批100个示范性室

外吸烟点。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表示，市民公众可通

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市政大厅”，“无

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功能菜单”，“健康云

Pro”小程序“健康管”中的“控烟热力地图”

以及12345控烟投诉举报平台，提供法定禁

烟场所的控烟问题线索（如室内吸烟、室内

有烟蒂烟灰烟具、室内无禁烟标识等），督促

场所进行控烟管理和整改。

室内全面禁烟 室外不吸游烟 吸烟请看标识
国内首套标准化室外吸烟点和引导标识发布，进一步强化“控烟行动三部曲”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李晓明 徐驰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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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放学时段抽烟者比较多
15时过后，记者在黄浦区曹光彪小学大

门外看到，15分钟内有4名家长吸烟。有的

是相熟的老邻居相互递烟，有的是感到等待

过程有点无聊吸支烟解解乏。

记者也发现，大多数家长会避开校门口

人群密集的区域，或远离校门至少10米开

外，或走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边吸烟。家长

的吸烟高峰约在放学前的10分钟左右，越是

临近放学时间，吸烟的人数就越少。即便是

刚刚还在吸烟的家长，只要一看到自己的孩

子即将走出校门，也会马上掐灭烟头，着急往

校门口凑近。一位父亲告诉记者：“每天接孩

子，我都会提前10分钟左右到达校门口。匆

匆从家赶到学校，就想喘口气定定心，这时的

确会冒出吸烟的念头。”

从15时40分许至16时30分许，记者骑

车由东向西沿紫云路到茅台路，约3公里长

的路上共有3所小学、1所幼儿园和1所高

中。记者仅在延安中学门口对面一侧的马

路上，见到一位等孩子的家长在私家车里

吸烟，其他4所学校的门外都没有看到吸

烟的家长。在天山二小门外接孙子的顾阿

婆说，自己接孙子四年间没见到校门口有接

孩子的爸爸或爷爷吸烟的，倒是见过离学校

很远就把烟头掐灭丢在花坛里的家长，“早上

送孩子的家长更是没有吸烟的，因为赶路还

来不及呢”。

部分校门口有志愿者劝阻吸烟
昨天15时45分，记者来到位于山阴路上

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校门边的路上已停

满了私家车。学校门口放置有“禁止停车”以

及“接送学生临时停放非机动车”的告示牌，

但没有张贴禁烟标识。从16时开始，各年级

陆续放学。在等待过程中，一名头发花白的

家长直接坐在花坛上，点燃了一根香烟，边吸

烟边看手机，等吸完后就随手将烟头扔了出

去。随后，记者又发现有两个家长从口袋里

掏出了香烟。顿时，呛人的烟雾弥散在排队

等待接娃的家长中。而这时已经有孩子走出

校门，很快也加入到了吸二手烟的人群之

中。同样，这两人在香烟吸完后也将烟头直

接往地上一扔了之。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祥德路小学，校门口

挂着“上海市无吸烟学校”的牌子，下方张贴

着一张醒目的“禁止吸烟”标识。但记者在

校门口外两侧约10米的范围内，还是在地

上看到了不少被乱丢的烟头，粗略一数至少

有20个。

放学前一刻，记者赶到浦东建平实验小

学，在校门口驻足观察了将近40分钟，没有

看到有家长掏出香烟。据一名现场志愿者透

露，过去是有一些不自觉的家长会忍不住烟

瘾，他们发现后就会上前劝阻。“这么多女同

志和孩子们在，我们也不好意思，能忍就忍忍

吧。”家长胡先生说。

建议明确校门区域禁烟范围
采访中有多位家长建议，学校能否增派

志愿者，引导家长不吸烟、有序停车，为孩子

做好文明示范。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七条

规定了几类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

排第一位就是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

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儿

童福利院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

共场所。

那么，校门外是不是就该成为控烟条例

监管的“盲区”呢？华东师大法学院副教授余

锋认为，虽然现在上海规定的控烟公共场所

一般是指校园里面，但是不是要把校门口附

近也划到“禁区”里，在法规没有细化和完善

的情况下，操作上比较难。不妨类比未成年

人保护法“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

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规定，把作为

公共场所的学校的区域范围加以界定和明

确。就拿地铁里禁止饮食来说，非常明确是

指地铁车厢里，站台上和车站通道等不包括

在内。“吸烟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主要是两个方

面。一是成年人吸烟的形象给孩子成长带来

负面影响；二是近距离接触吸烟者，二手烟会

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么，在上下学高峰时段，

是否可以划定校门外50米范围内禁止吸

烟？”他说。

昨天下午放学时，本报记者在多所学校门
口观察是否有家长“吞云吐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