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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女子劝阻二手烟被怼”
话题引发网络热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走访调查公共场所走访调查公共场所

你被室内二手烟你被室内二手烟
困扰过吗困扰过吗？？

3月23日，一条“女生劝阻吸烟被怼 不闻烟味别出来吃饭”的话题登

上热搜引发网友激烈讨论。在长春，众多公共厕所、写字楼、饭店等公共

场所，是否存在室内二手烟带来的困扰？对此，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走访

公共场所，实地查看室内二手烟状况。

生活中，有很多人吸烟多年，尽管亲朋
劝说多次，但吸烟者依旧无法戒烟。最终，
吸烟者出现身体不适后才肯正视其危害。5
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其设立的初衷就
是提醒人们吸烟有害健康，呼吁吸烟者主动
戒烟，创造一个无烟环境。

不过，对于日常的二手烟问题，寄希望
于戒烟显然不现实。对此，曾有长春市政协
委员专门提交《关于加强公共场所无烟环境
治理的建议》的提案，提出“强化执法力度”
和“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等建议。长春市相
关部门答复称，2014年《长春市防止烟草烟
雾危害办法》（简称《办法》）实施以来，监督
部门将控烟工作融入公共场所日常卫生工
作，持续加大控烟执法力度。截至2023年4
月，全市控烟执法检查出动执法次数近1万
人次、检查各类公共场所近3万家次、发放宣
传资料7.5万余份、劝阻吸烟次数6000多
次、对场所处罚次数1800多次，对场所罚款
金额总数近28万元。

同时，为有效落实控烟政策，鼓励群众
参与监督，长春市采取了设投诉举报热线、
聘用义务监督员等措施。2009年，聘用100
名控烟义务监督员带头履行控烟职责，劝阻
公共场所吸烟行为。下一步，将对现行《办
法》进行修订，修订后将采取多部门执法模
式，改变目前单一执法现状。

“除了监管部门严格执法，破解之道的
根本还要倡导社会公德，形成无形的压力
和约束，同时借鉴外地经验！”采访中，有市
民举例上海，实施“最严控烟令”多年，而新
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进
一步明确了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明确了
违规惩罚条款，对禁烟范围的单位违规处
以2000元至30000元罚款，个人违规不听
劝阻的处以50元至200元罚款，同时鼓励
举报，并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各监督管
理部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在工农大路上的一幢写字楼里，到处贴着
“禁止吸烟”标志，但走廊过道里，男厕所里仍然
有人抽烟，楼道间里满地烟头，加上大楼空间密
闭通风条件差，深处其中的人被呛得反胃。

在亚泰大街一公共空间内，尽管多处贴
着“禁止吸烟”标志，但男卫生间洗手台仍摆
放一烟灰缸。“禁止吸烟，为何还放烟灰缸
呢？”面对记者的疑问，保洁人员无奈地摇头
说，“没办法呀，不放烟灰缸的话就会有人随
意扔烟头，多次发生小便池被堵死的情况后，
无奈之下只能摆放烟灰缸。”

同样的情况在饭店更是司空见惯。一家
烧烤店入门处和餐台都贴有禁烟标志，但仍
有人无视劝阻继续吸烟，服务员也只能默认，
只有其他顾客反对时才会出面劝阻。也有咖
啡店划分了吸烟区和无烟区，以此缓冲二手
烟导致的顾客冲突和矛盾。

某饭店负责人范先生说，起初曾严格禁
烟，但面对很多男性顾客不悦时，也只能让
步，尤其是老顾客，饭店既没有执法权也要兼
顾自身效益，难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调查中，记者走访了商场、银行、医院、
饭店、车站等公共场所，所到之处都能在显眼
位置看到用红字写的“请勿吸烟”“禁止吸烟”
等标志，相比之下，车站、医院、银行等禁烟措
施执行得较为彻底，而饭店则易被忽视。

“电梯是公共场所，且烟气不易挥
散，在这里吸烟的人太没素质了！”3月
24日，有哮喘病史的市民李女士在自
家小区电梯内遭遇二手烟后，身体感觉
强烈不适。她找到物业，但得到的只是

“加大劝导力度”这一答复，气愤之下，
她手写了几个大字，放在电梯内，以此
表达不满。

和李女士一样，杨先生最近与一名
网约车司机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上
车就闻到烟味，我故意打开车窗，没想
到等红灯时，他居然点燃了一支烟，我
立即让他掐了，但他只说开窗户又不影
响……”杨先生说，自己付钱坐车还要
吸二手烟，气恼难耐，争执了几句后，付
钱就近下车了。

“除了传统的二手烟，电子二手烟
也需警惕，我老公的一朋友经常来家当
着孩子的面吸电子烟，说也不是，不说
也不行。”刘女士说，她发现越来越多人
投入电子烟的“怀抱”，丝毫没有考虑到
电子烟同样存在二手烟问题。

你遇到二手烟现象最多的地方在
哪？综合受访的10余名不同年龄、不
同性别的市民反馈，公共厕所、饭店和
电梯是存在最多二手烟的地方。其次，
公交站、办公室也是高发地。

采访中，物业管理员申先生说，电
梯内吸烟的确是最令业主困扰的事，也
是物业管理的难题。“我们只能加大监
控，发现后立即通过电梯喊话制止，但
小区几十栋楼、上百部电梯怎能都及时
发现？为此我们和业主也常发生争执，
双方都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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