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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不是把烟民推到社会的对立面

□ 王继洋
前段时间，《北京日报》曾

报道过一名男子在北京市朝阳
区劲松街道一居民小区楼道里
吸烟，并对上前劝阻的邻居恶
言相向。经媒体曝光后，卫生
监督执法人员立即前往事发小
区，但与吸烟者联系未果。随
后卫生监督人员、派出所民警、
社区物业管理等人，再次来到
吸烟者住所核实情况，之后，现
场执法人员耐心对其进行了普
法教育，并给予违法行为口头
警告。最终，这名吸烟者逐渐
改变态度并对自己的违法吸烟
行为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绝
不在楼道公共场所吸烟。

因为一个人的吸烟行为，惊
动了好几个部门，动用了众多人
力，可见社会对吸烟行为已毫不
宽容。事实上，说到控烟，北京
一直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该市
早在2015年就颁布了所谓史上

“最严控烟令”。随着控烟工作
的逐步开展，社会对吸烟行为越
来越反感，因吸烟问题产生的社
会矛盾越来越多，烟民的身份也
越来越尴尬。

有媒体报道称，个别单位甚
至会将“不吸烟”作为招聘标准。
而面对烟民“就业歧视”的控诉，
法律人士给出的说法让烟民有
些无奈，“用人单位有权拒绝具
有不良习惯的求职者，而抽烟就
是一种不良习惯，所以不构成就
业歧视”。因此，尽管没有明确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吸
烟的求职者，但社会对烟民们的
约束已越来越多。

前些天在某办公大楼上厕
所时，碰巧有个人在里面吸烟。
我推门而入的时候，他有些不好
意思地问是否可以在厕所吸烟，
在得到应该是不可以的回答后，
他迅速掐灭了烟头，离开了。但
厕所内挥之不去的烟味，让我不
得不快速解决快速离开。不得
不说，“游烟”危害已成共识，但
改变现状还需更多努力。在许
多公共场合都明确严禁吸烟的
情况下，依然有人“吞云吐雾”，
更多还是监管不到位，与此同
时，非烟民对这样不自觉的行为
过于宽容了。

目前来看，全国各地控烟条
例的管辖宽泛，遗憾的是，大多
都是着重强调了不能吸烟场所，
却没有说明可以吸烟的场所。
虽然说“法无禁止皆可为”，但法
禁止得多，允许的范围就不好

找——— 现实生活中，在马路边吸
烟也同样受到驱赶，那又能到哪
里去呢？换句话说，目前国内都
是强调“控烟”而不是“禁烟”，所
以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点：吸烟
不是犯罪，烟民不是坏人。公开
数据显示，中国烟民已超过3亿，
他们的诉求不该被视而不见。
因此当下控烟最大的问题，在于
明确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可以
吸烟。这个问题明确了，烟民和
非烟民便可以相安无事，整个世
界也会变得更为和谐。

其实我们的社会一直都在
进步。20年前，“禁止随地大小
便”的标语随处可见，现在几乎
看不到了；10年前，“请勿乱丢垃
圾”的标语随处可见，现在同样
几乎看不到了；如今，在一些公
共场所并没有“禁止吸烟”的标
识，但烟民们已经足够克制，很
自觉地不吸烟了……我们相信，
未来即便是在人群密集的户外，

“吞云吐雾”的场景也会绝迹，但
这样的进步还需要时间。而在
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可不必将那
些明知吸烟有害却依然坚决不
想戒烟的人“赶尽杀绝”，推到社
会的对立面，而是允许他们可以
有合法吸烟的一席之地——— 引
导“烟民去哪儿”，才是更加细致
且人性化的做法。

目前国内都是强调“控烟”而不是“禁烟”，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点：吸烟不是犯罪，烟民不是坏人。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烟
民已超过3亿，他们的诉求不该被视而不见。因此当下控烟最大的问题，在于明确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可以吸烟。这个问题明确
了，烟民和非烟民便可以相安无事，整个世界也会变得更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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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娃娃当评委，指点江山戏长辈。
童言无忌却失礼，人生莫为名所累。

近日，山东某市一档歌唱比赛请来一名8岁童星做评委，
引发网友热议。从网传视频中可以看到，该童星以非常“老资
格”的口吻，评价着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
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很多网友认为，这样点评大人有点太没
礼貌了。对此，该童星的经纪人在接受采访时称，“有人觉得
很多东西孩子不懂，一些有代表作的歌手也提出了反对的意
见。那我想问那些人，他们有孩子出名吗？”据8月5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