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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向未成年人蔓延
多地开始加强监管

“当时看到很多朋友吸一
口吐出烟圈，感觉很酷，就试了
试。 ”高中生李其易第一次接触
电子烟是今年在一个朋友聚会
上。 此前，他从未抽过烟，通过
电子烟接触了尼古丁制品。

复旦大学控烟研究中心负
责人郑频频说，我们对电子烟最
大的忧虑，是尼古丁对于生长发
育期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危害尤
甚。 而这个人群的消费新趋势，
是从使用电子烟开始对尼古丁
成瘾，转而使用传统烟草。

相关数据值得警惕。 2019
年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的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
查结果显示， 使用电子烟的人

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15-24岁
年龄组人群电子烟使用率为
1.5%。 获得电子烟最主要的途
径是互联网（45.4%）。 听说过电
子烟、 曾经使用过电子烟以及
现在使用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目前，国家以及地方纷纷加
强了禁止电子烟向青少年人群
蔓延的监管。

2018年，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
烟的通告， 要求各类市场主体
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建议电商平台对含有“学生”

“未成年人”等字样的电子烟产
品下架，对相关店铺（销售者）
进行扣分或关店处理； 加强对
上架电子烟产品名称的审核把
关， 采取有效措施屏蔽关联关

键词， 不向未成年人展示电子
烟产品。

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
控制吸烟条例》明确将“吸烟”
概念扩大为使用电子烟、 持有
点燃或者加热不燃烧的其他烟
草制品，并规定：主要为未成年
人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
教育或者活动场所的室外区域
禁止吸烟；中小学校、青少年宫
出入口路程距离五十米范围内
不得销售烟草制品。

今年推出的《成都市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修订草
案)》，也将吸电子烟明确纳入吸
烟行为， 并明确规定烟草制品
经营者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草制品。 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
年的， 经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
身份证件； 对不能出示身份证
件的，不得向其销售烟草制品。

通过“时尚”“健康”广告
吸引年轻人，线上线下销
售不看身份证

记者调查发现， 电子烟销
售商通过“时尚”“健康”“轻松
戒烟” 等宣传广告吸引追求新
潮的年轻人。

201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
89%的电子烟网店会宣传与健
康有关的益处，78%会宣称没有
二手烟的危害，67%会提出能够
帮助戒烟。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丁华称， 电子烟
会误导青少年认为其尼古丁含
量不大而开始吸食， 不知不觉
染上烟瘾。

深圳市控烟协会常务副会
长庄润森表示，调研显示，电子

烟危害的群体正在向青少年渗
透。 电子烟在广告宣传中往往
展示的是很酷、有型、好玩的形
象， 这在无形之中会吸引青少
年，“他们认为吐出来的烟雾很
漂亮，感觉很有范儿，却不知道
电子烟是有害的。 ”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电子烟
销售渠道比传统卷烟门槛低，
线上购买无验证， 线下购买无
查证， 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买到
电子烟。

在第三方投诉平台“黑猫投
诉”上，有用户就拼多多向未成
年人销售电子烟进行投诉。 该
用户称，今年7月，自己未成年
的弟弟在拼多多上询问一家电
子烟商家是否可以销售给未成
年人，该商家客服称可以，并最
终发货。

2018年11月， 张先生发现
自己17岁的儿子在抽电子烟。查
看交易记录发现儿子是在天猫

“绿音烟具旗舰店”购买的。购买
前， 儿子曾询问“17岁是否能
用”，客服表示“可以使用”。当张
先生询问客服为何销售给未成
年人时，客服却假装不知道。

尽管一些品牌电子烟的包
装上印有“未成年人等人群请
勿使用”，但在线下售卖中也并
无明确限制。 记者询问北京一
家电子烟体验店的店主如何确
认顾客是否成年，该店主称，主
要通过目测来判断， 不会查看
其身份证。

专家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法
规，突出对青少年的保护

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副主任侯宏卫表示， 大部分
电子烟的核心成分是经提纯的
烟碱即尼古丁， 属于剧毒化学
品， 未成年人呼吸系统尚未发
育成熟， 吸入此类雾化物会对
肺部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使用
不当还可能带来烟碱中毒等多
种健康风险。

浙江大学医学院控烟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杨廷忠认为，电
子烟不应该有特殊身份， 要纳
入普通烟草的限制之列， 在广
告、 营销以及消费场所等方面
都应有所限制。

业内专家呼吁，国家应加
大对电子烟的研究力度 ，尽
快出台更加全面、 细化的监
管措施， 特别要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

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姜垣
说， 尽管此前监管部门出台过
一些举措， 但在执行过程中存
在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电子烟
的口味已经有上万种， 对未成
年人有极大诱惑， 她呼吁加大
监管力度， 严禁向未成年人销
售电子烟。

“目前全球有不少国家禁止
销售任何种类的电子烟。 ”杭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丁
华建议， 在全国性法规中突出
对青少年的保护。

“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对
电子烟产品和市场的监管政
策，加强对实体店、网店等售卖
渠道的监管。 ”侯宏卫说，“社会
各界应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电子烟侵害， 为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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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台是关系市民出行
安全便利的重要设施，也是一座
城市管理水平的缩影。 记者近
日走访合肥市区，发现部分公交
站台存在配套设施管理不精细、
站点设置不合理、路内泊位不规
范等问题，直接给城市交通的便
利与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有站牌同名异地搞懵乘客

“同名站太多，下车找换乘
就懵了。 ”在合肥生活了十多年
的柳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市府
广场附近乘车常被那些名字完
全相同、位置却星罗棋布的公交
站搞得晕头转向，乘车人一旦搞
错就要走长距离冤枉路。

记者发现， 在合肥市府广
场附近的4条路上共有5处名为

“市府广场”的公交站台。 五处
站台完全重名却彼此相距较
远，各有一站路左右。 这让不少
乘车和换乘乘客叫苦不迭。

在乘客流量较大的枢纽型
BRT站台中， 还存在电梯停运
时间过早等问题。

市民往合肥要素大市场东
站乘车， 需通过南京路人行天
桥，一上一下有近百级台阶。 记
者发现，近晚6点时，正值下班
高峰期， 位于天桥东西两侧的
四部扶梯就都停止工作。 在要

素大市场上班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 自己下班鲜有能用上电梯
的时候。“明明有电梯，但高峰
期又不开，钱也花了，还让我们
受这罪。 ”

记者了解到， 负责合肥公
交站台配套电梯管养的责任单
位不尽相同，包括市政、城管、轨
道公司、公交集团等，易造成权
责不清、 进而管养不及时的问
题。 市府广场BRT站台电梯自
2015年初原厂维保单位退出养
护后，由于电梯底坑积水无法排
尽，造成锈蚀严重，停用多时。

有站台设置不佳妨碍交通

“在有公交专用道的路上
开车，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
候公交车就会突然变道过来，
躲避不及。 ”出租车司机杨师傅
告诉记者。

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
合肥公交车行驶的理想情况
是：车在路中专用车道行驶，也
在路中站台停靠。 但现实是，一
方面， 不少位于路中的公交专
用道并不连续；另一面，营运车
辆绝大部分还不是支持双开门
的车型， 故而位于路中的新式
站台和位于路右侧的旧式站台
存在混用情况。 这直接导致公
交车常需要在道路左右变道，

既影响通行又增加事故隐患。
在洪岗村站，记者看到，停

在十字路口的136路公交车抢
着绿灯刚亮的时候快速启动，
由路最左侧的公交专用道尽快
变道到路最右侧的站台， 而原
本在路右侧直行的社会车辆只
得纷纷紧急刹车变道。 合肥市
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张正峰表
示，的确曾因此引发碰擦事故。

记者还发现， 由于私家车
违停、 收费泊车位设置存在不
规范等问题， 导致乘客在一些
站台上车时存在安全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
条明确规定， 距离公共汽车站
3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但
记者在贵池路、青阳路、安庆路
等区域的多个公交车站看到，
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所划的停车位并未按该规定
执行， 一些城泊协管员甚至还
将没位置可停的车辆引导至公
交站台旁停靠， 导致公交车到
站后无法靠站。

公交车无法靠站直接导致
乘客往往需要穿过道路的车流
登车，安全风险增大。“太不安
全了， 上车的时候既要绕过乱
停的汽车， 还得躲着穿行的电
瓶车， 一个不小心就得出事

故。 ”80岁的焦大爷边说边叹
气。

合肥城泊副总经理赵泽表
示， 目前仍存在收费泊车位与
公交站台有冲突的现象。 有的
泊位设置在先，站台设置在后，
未能及时撤除， 工作的精细化
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便利性考验公共服务水平

除了上述问题外， 记者还
发现部分公交站台存在其他问
题，如：电子站牌久坏不用、地
面上有螺栓凸起、 站台上方有
电线悬垂、 碎裂的钢化玻璃未
及时更换、 临时站牌插在绿化
带上导致乘客无清洁安全处等
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
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李洪雷认
为，民生无小事，公交站台管理
中存在行政机关职能交叉，相
关部门仍应依法履职， 不得一
推了之，否则有违法之嫌。 当地
政府应尽快明晰各有关部门职
责分工，落实法定职责。 对于涉
嫌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
作为的情况， 纪检监察机关应
及时介入、强化监督。

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教授张卫华表示，公
交服务便利性与安全性体现城

市公共服务水平。 合肥作为中
部地区重要城市， 相关服务水
平亟待重视和提高。

合肥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
王一表示， 站牌同名不同地导
致乘客辨识不便的问题确实存
在。 公交集团将会对此类站点
进行梳理并着手整改。 另外，在
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后，
公交集团已启动电梯维修。 目
前，市府广场站3部电梯已恢复
日常运行。 公交集团表示，今后
将安排专人对电梯设施进行巡
查，加强管养。

对于站台位置不科学导致
变道频繁等问题，张卫华认为，
应在科学规划评估基础上综合
考虑公交车的行驶轨迹、 道路
的车道数、专用道设计等因素，
及时优化新旧各式站台设置，
排除公共交通隐患。

据悉， 合肥市公交站亭新
建改建工程作为合肥市政府
2019年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
之一， 计划对合肥市2274处公
交站点进行改造建设。 目前，已
完成了站牌亭款式的选定与信
息化方案的制定， 确定优先建
设市民候车需求较大的站点，
以及建设年限超过10年、 老旧
情况较严重的站点。 项目计划
于2020年6月竣工。 /新华社

宣称时尚健康，线上线下随意买卖

如何阻止电子烟向未成年人蔓延？

这个“城市病”得治 是啥让公交站台不省心？

今年以来，深圳、成都等地纷纷修改控烟条例，将电子烟列入控烟范围。 业内专家表示，这些条例均明确规定禁止向青少年销售烟草制品，对于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影响迈出了重要一步。 建议未来相关政策进一步突出对青少年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