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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

项的通知》。内容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

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事项。

小小烟卷，要靠中办国办发文来禁，是否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外电评述：“中

国禁烟比治污更棘手。”因为，据外媒估计：“中国有约 !"#亿烟民，接近总人口的 $%&，

这么庞大的数字还意味着世界上 $%! 的烟民在中国。”禁烟难，更难在背后的行业利

益。如今，中国高层痛下决心，向领导干部下禁烟令，这是禁烟方面近年来最大的

利好消息。

每个渴望健康的公民都有这样的无奈，年年谈禁烟，但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烟民并不见少，往往从一条街上走过，总要碰上几个叼着烟卷的，巷子

窄，顺风一吹，闻个正着，二手烟、三手烟 （烟民吸过烟的房屋等） 为

害甚烈。如今禁烟，从领导抓起，可谓抓到了点子上。

吸烟之害，至少有三：

其一是有损健康。一位抽了一辈子烟的老同志说：抽烟一

点好处都没有，烟垢沉积在血液里，造成血管硬化，血管硬

得像钢筋。据卫计委最新发布，烟草中包含 '(种对人体

有害成分，中国每年有 $)*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

尤其是当敬烟劝烟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时，危害

尤大。老朋友相互之间表达敬意，要你敬我一

支，我还你一根。陌生人初次见面，打个招

呼，也要你给我丢一根，我给你扔一支。

年长日久，烟难禁，健康的身体就在一

阵阵吞云吐雾中，损害殆尽。领导也

不例外。

其二是有损形象。领导不仅

需要良好的内涵，也需要良好

的形象。如果主席台上吞云吐

雾，会议室里乌烟瘴气，何

谈良好形象？领导应该比一

般人更重视自己的形象，应

该体现出“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庄重大方的形象，如果

嘴里叼着一支烟，耳朵上再夹

着一支烟，还有何形象可言？

其三是损害风气。曾几何

时，有损健康有损形象的香烟在

公务活动中大行其道，天价香烟屡

屡价格攀升，交往靠它，送礼用它，

甚至成为行贿受贿的一部分，败坏了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如今中办国办已经印发通知，要求各级

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在公共场

所吸烟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教育，造成恶劣影

响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制度约束有了，更要靠

各级领导干部将制度要求、监督举措和惩戒手段内化

为自觉的追求。只有这样，禁烟大业才能持久！当下

至少需要强化三个理念：

一是健康理念。上世纪 #* 年代的大学生有

一个流行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如

今许多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已经年过七

旬，仍然健康地发挥着余热，实现了当年

的诺言。重视健康就要戒烟限酒。莫让

健康的身心，在觥筹交错之间、香烟

缭绕之中消磨，带给自己和家人不应

有的痛苦。

二是形象理念。领导形象直接影

响着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执行力，领导

形象好，威信高，令行禁止；反之，领导形

象不佳，虽令不行。小小烟卷，也是领导形象的一

部分。尤其今后，中办国办已经下文，如果有个别人不执

行或执行得不好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要求下级执行你

的命令？

三是风气理念。禁烟，不仅净化空气，更能净化风气。领导是社会

风尚的引领者，领导行为方式不佳，那么“上行下效，相习成风”，“上有

所好，下必甚焉”，社会风气很难实现升级；相反，领导带头引领健康文明社

会时尚，久久为功，风清气正的风气终将养成。

公共场合禁烟早有呼声和法规，但屡禁不止，每年世界禁烟日，本报和其它

媒体都要刊发相关报道，网上转载很多，但收效不大。如今中办国办发文了，各地

相继出台更严禁烟措施，十有八九能管住烟民领导，进而带给社会一个风清气正的

良好风气。当然，这个“风气”，一语双关，既包括自然空气，更包括社会空气！请

领导带头掐灭手中的香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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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末，中国禁烟控烟迎来了一项

重大政策支持，一则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

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给 !%&$年全年的落

实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的努力添了重磅一

笔。

从公务接待放下酒杯，到禁止公款买月

饼、印年历等，再到首先掐灭领导手上的烟

头，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的这一年多时间，一个

个看似小处着眼的举措环环相扣，正将笼子编

得越来越密，逐渐细化“三公”支出的经费渠

道，挤压可能存在的腐败空间。

“如果一年前公众对于下发这样的通知能

产生多大的效果会有众多疑虑的话，那么，经

过 !%&$年的作风洗礼之后，人们对禁烟令的

落实将会更有信心。”电话那头，长期研究

“三公”问题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这样

说。

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
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
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
头不吸烟。
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

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要
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
草消费开支。
……
这样严厉的措辞，来自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
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这一次改进作风的靶子，指向
了领导干部手中的烟。
两办的通知一下，地方版控烟禁烟新规迅速跟进，不少

省市陆续出台了关于禁烟控烟的条例、法规，禁烟控烟好声音
一下子风行全国。

在兰州，$月 $日
起施行的条例规定，
中小学、网吧、体育
场等八大类场所全面
禁烟，餐馆、酒店、
娱乐场所等四大类区
域限制吸烟。

在长春，将于 !

月 $ 日实施的办法规
定得更细、力度更大：
任何会议、公务活动
中不得发放、提供烟
草制品和摆放烟具，
公务员不在公共场所
和公众面前吸烟。

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出的实施意见要求，办公厅行政处
对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的凭证一律不予报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尤其

要加强自律，应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由于正值农历春节前，往年正是香烟销售旺
季，禁烟令的冲击迅速传导到了市场，有媒体
走访发现，一些地方的天价烟遇冷，甚至价
格出现了腰斩的情况。

作为从事控烟工作十多年的工作
者，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桂华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都是国内外同行、媒体打来的，
认为中国控烟事业迎来了十年
来最大的政策支持。”许桂华
这样说，在她看来，两办的
《通知》将是中国控烟履约进
程中的里程碑。

!

各地忙跟进 控烟好声音不断

控的是烟
反的是腐败

最近，河南官员一句“戒烟太
快容易内分泌失调”引起了热议。
事实上，禁烟令下发之后，社

会各界赞声一片的同时，一些烟民官
员也是疑虑重重，还有的干部感到
“发愁”：“我经常在办公室熬夜写材
料，全靠烟提神，不让吸，这不要了
命了？”
不少人就表示，禁烟令虽好，能否

真正得到执行尚待观察。分析人士认为，
之前很多地方控烟规定流于形式，原因
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或执行者本身就是吸
烟人群。根据调查，我国男性公务员吸烟
率 '$+,-，吸烟
的公务员中仅有
!.+!-表示近期
有戒烟愿望。
一些基层同

志表示，一些地
方抽不抽烟主要看
领导，领导只要开
抽，下面的官员就
纷纷吞云吐雾。还
有官员表示，干部之
间都讲面子，尤其是
领导抽烟，你不抽就
不太好看。
因此，本次两办

下发的 《通知》，要求
从领导带头做起，可以
说是选准了重要抓手，
在一个单位里，要是“一把手”能带好头，控烟就
一定能做得比较到位。
不过，不少公众对“一把手”们会不会带头把

烟掐灭，不少“老烟枪”怎么熬过这段痛苦期，仍
心有疑虑。
安徽省一名大学生村官表示：“如果领导在公共

场合吸烟了，我们看到以后该怎么办？直接把烟掐了
吗？谁来监管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南宁某市直机关的办公室副主任的疑问是：“领导

在个人办公室悄悄吸烟，是闻到烟味就罚，还是‘抓现

行’才罚？”
另外，过去，公款买

烟往往以会议费、餐饮费、
办公用品费的名义支出，成
为监管、审计的难点。叶青
认为，可以从烟草公司、烟草
销售店来查，“查他们的发
票，看销往哪里，就知道是不
是公款买烟。”

细化规定也很重要，“各地
应该出台一些具体规定，比如详
细规定在哪些地方、哪些时间段官
员不能抽烟。戒烟当然不容易，不

过，身为领
导干部，就
要对自己有
更高的要求，
就要更能忍一
忍，要以身作
则执行中央规
定。要求老百姓
做到的，官员首
先要做到。”叶青
说。

监督也是一柄
利器，群众监督才
是最好的“禁烟药”。
此次两办的 《通知》
明确指出，各级领导
干部要主动接受群众监
督和舆论监督。

广西一公务员还提议，是否也参考动车的做
法，在办公室安装报警装置，让“躲着抽”的人
无处可藏。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建议，公
众和舆论监督的渠道要力保畅通有效，各项制度、
典型案例应定期公之于众，让群众看到成果，敢监
督、常监督。

在严厉的禁烟令面前，山东省一名干部说，为了
一根烟出洋相、受批评、挨处分，不划算。左思右想，
他准备戒烟。

"

在 /(00 年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红线女在会场
递条子劝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莫吸
烟，小平同志随即将烟熄灭，这一
细节被写入报道，传为佳话。

1#年后的 1*/!年的岁末，两
办印发 《通知》 要求领导干部带
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可是，在媒体近期的一些暗
访中，发现一些窗口单位和办公
场所，仍然能看到抽烟的身影。
这样的艰难拉锯，反映出的，
是控烟之难。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姚宏文日前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
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
吸烟人数超过 !亿，.+&亿
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
害。每年有 /**多万人死
于吸烟相关疾病，约 /*

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导
致的相关疾病。

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但是，在很多人眼里，抽烟不仅是个人习惯，
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手段。小小一根烟，被赋予了更多含义。
“再比如许多影视片中，很多主人公，都是手中夹着一支烟，烟雾

缭绕中，好思路就出来了。这样的引导，让人们对抽烟增进了亲近感。”
叶青说。“但是，现代公务员的形象应该是健康向上的，通过禁烟等
规定，对一些年轻的公务员，有很大约束力。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
起初烟瘾并不大，在工作中才慢慢上瘾，现在从领导开始就控烟，有
助于让年轻的公务员知道什么是健康的公务员形象，该怎么来正确约
束自己，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

此番从领导干部带头推行控烟，相信除了极少数烟瘾确实很大
者外，多数人会在限令之下，逐渐减少吸烟的数量、频率，这样一
来，不仅有益于自己的身体，也清新了周边环境的空气，让更多的
人不必受二手烟的侵害。
“我们的干部作风正在一点一滴得到净化，在中国尚无专门控

烟禁烟立法的背景下，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示范，有助于倒逼一
些领导干部戒掉‘权力烟瘾’，改进形象，干净做官，干净做
人。”叶青说。

放下手中的烟
提升健康和形象

此次的“禁烟令”，
对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
共场所抽烟做出了明文
规定，还明确了公务活
动中的禁烟。其背后，也
正如两办的 《通知》 中所
指出的，“近年来，在公共
场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
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公共场
所吸烟，不仅危害公共环境和公

众健康，而且损害党政机关和领导
干部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听过那句流传很广的话吗，‘买烟的

不抽，抽烟的不买’。你见那些领导干部抽的那
些名烟，有的一条就上千元，有多少是自己买的？我

看大家心里都有数。一包好烟，相当于一瓶中档的酒；一
条好烟，相当于一瓶高档的酒。一场热热闹闹的‘年会’，可能

就是一部车。”叶青这样说，小小一包烟，后头是腐败，因此说，我们
控的是烟，抑制的是腐败，决非小题大作。看似管的是领导干部在公共
场所吸烟这样的“小事”，实际上与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禁止印送挂历
等一样，管的都是民众深恶痛绝的“常见腐败”。

事实上，在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每每总能看见高档烟的身影。
比如因为抽高价烟被网友举报落马的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
耕，被称为“天价烟局长”，最终在 1**(年 /*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年。

此外，往年每到年节，一些礼品回收店生意兴隆，他们的财源
之一便包括了名烟回收，这些回收名烟的来路虽然各式各样，但
与年节送礼滋生的腐败恐怕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老百姓是不
会高价买烟、低价卖出的。”叶青说。

除了送礼中产生的烟草腐败外，公务消费中也因为烟草的
身影而滋生出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公款买烟，并以会议费、餐
饮费、办公用品费的名义支出，或者走食堂经费中的公务接待
账，成为“三公”经费乱支出的一个推手。比如山西省河曲
县原政协主席开会时曾花 ' 万多元公款购买 /#* 条中华烟，
参会者每人每天发一包。湖北省公安县曾以“红头文件”形
式强制摊派卖烟。

也正因为此，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此次下发的控烟
通知，一方面推动了控烟的进程，同时，更有助于抑制吸
烟导致的“烟草腐败”，因为通知不仅要求领导干部模范
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更要求机关内部禁止销售或提
供烟草制品，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
支。这样一来，会务安排不再用烟，领导在公务活动
中也无处可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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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 杨树山作（新华社发）

张兮兮作

表率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六成男公务员抽烟
治烟瘾还需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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