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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文图

2015 年以来，北京实施
了“史上最严控烟令”，由于
措施得力、效果显著，公共场
所的吸烟人数大幅降低。

2020年 5月 25日，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了2020“世界
无烟日奖”获奖名单，北京市
控制吸烟协会获得西太平洋
地区“世界无烟日奖”，这是
世卫组织授予中国的第一个
控烟社会组织工作成就奖，
也是国内首个获得“世界无
烟日奖”的控烟社会组织。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群可爱的
人——北京控烟协会的控烟
志愿者，在他们的无私奉献
和不懈努力下，北京的控烟
环境焕然一新。

近日，记者走进海淀区控
烟志愿服务队，感受志愿者们
在控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六年如一日 控烟主力军

第一次见到杜国勇，记者
便被这位满头白发的大爷

“震”住了。海淀区控烟志愿
服务队队长的年龄这么大？
他是怎么成为控烟志愿者
的？开展一上午控烟宣传活
动，他的身体能吃得消吗？带
着这些疑问，记者进行了深入
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2015年，为进一步加大控烟
在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创造良
好的无烟环境，北京市控制吸
烟协会在全市招募控烟志愿
者，包括控烟协管志愿者、控
烟宣传志愿者和戒烟服务志
愿者。短短一个月内，报名的
控烟志愿者就已达数千人，年
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14岁。

看到北京控烟志愿者招
募消息后，杜国勇激动地辗转
反侧，立刻报名，“我自2003
年以来，就利用大量业余时间
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在志愿服
务方面很有经验。”报名同时，
杜国勇又组建了海淀区控烟
志愿服务分队，组织策划了一
系列控烟活动。

在此后5年的时间里，杜
国勇几乎把所有节假日都用在
了控烟志愿事业上，积极带动
同事、邻居参与到控烟活动中。

“‘每周三，来控烟’。这
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控烟
活动的日程安排，近6年来一
直如此。”杜国勇告诉记者，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允许的前
提下，每周三都是海淀控烟志
愿队雷打不动的控烟宣传活
动日。

6月2日上午，海淀区中
关村资本大厦外，杜国勇整理
好天蓝色控烟马甲，手里拉着
30公斤的控烟宣传品，走进大
楼，开始了一上午的控烟宣传
活动。在中关村资本大厦一
楼大堂内，多位控烟志愿者已
经拉起横幅，摆好桌子。杜国
勇和队员们将控烟宣传品清
点、摆放，并免费发放给前来
咨询或围观的市民。

杜国勇向记者介绍了控
烟宣传品及其用途：“这是禁
烟标识，餐馆、写字楼等公共
场所都要张贴；这是钥匙扣，
上面有控烟投诉电话和微信
二维码；这是《北京市控制吸
烟条例》宣传折页；这是小型
灭烟盒，外面印有吸烟者肺部
和不吸烟者肺部的对比图案，
希望吸烟者既能够不随地乱
弹烟灰、乱扔烟头，又能不在
室内抽烟，最终开始戒烟。”沉
重的宣传物资拿到宣传地点
并不方便，但在杜国勇心里，
如果能真正起到控烟宣传作
用，减轻烟草烟雾及二手烟危
害，再拿100公斤也愿意。

记者注意到，在活动现场
的海淀区控烟志愿服务分队
的队员们年岁都不小，最小的
55岁，最大的74岁。“工作日
一般都是年龄大的志愿者们
参加，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
是请假来的。我自己是在车
站做引导员，早上9点下班后
再来活动现场。”海淀区控烟
志愿服务分队副队长徐京美
告诉记者，年龄小的队员们以
学生和上班族为主，因此周末
还会举行控烟宣传活动，让年
轻人也能参加。

细致入微 以情动人

2020年 11月 1日，北京
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
微信公众平台公布了第二十
次控烟信息通报。通报显示，
写字楼等场所吸烟投诉增长
近三成，而中关村资本大厦正
是被投诉单位之一。对此，海
淀区控烟志愿服务分队对中
关村资本大厦进行了多次走
访调查。

6月2日上午，控烟志愿
服务分队在中关村资本大厦
举办了第二次控烟宣传活
动。杜国勇与中关村资本大
厦项目部副经理李思严进行
简单沟通后，活动正式开始。

徐京美带着队员们给大
厦来了个“突然袭击”。徐京
美告诉大厦物业，要立刻对大
厦控烟的“四有一无一劝阻”
情况进行逐层检查。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队员们先来到
被投诉楼层，再沿步行梯逐层
对楼道、垃圾桶及卫生间进行
了细心检查。每到一个楼层，
队员们都会查看是否张贴禁
烟标识，并向所在单位发放控
烟宣传品，讲解控烟条例。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检查，
队员们终于回到大堂。“大厦
的控烟情况非常好，没有任何
违规现象。”徐京美说。

“控烟志愿者与其他领域
的志愿者还不太一样，不仅要
体力好，还得会讲解劝导，相
关条例必须牢记在心，随时向
市民讲解。更要细致入微，不
放过每个角落。”杜国勇说。

“每次志愿活动前，我们
都会在群里发布消息，大家热
情都非常高，争先恐后报名。
还有些志愿者住在其他城区，
但他们从不缺席，从不迟到。”
徐京美告诉记者，每次的志愿
活动都让她感到收获满满。

对于海淀区控烟志愿服
务队，李思严已经格外熟悉。

“自从被投诉后，叔叔阿姨们
来过好多回，基本上每个面孔
都见过。他们的奉献和努力
令我十分敬佩，也非常感动。”
李思严说。

记者注意到，在中关村资
本大厦楼外，设有多个吸烟
区，有露天的，也有半露天的，
吸烟者们都集中在半露天区
域，露天区域并没有人停留。

“露天吸烟区是最早设立
的，比较简单，起不到遮挡雨
雪的作用。天气不佳的时，人
们往往不愿意外出吸烟，给室
内控烟增加了难度。新的半
露天吸烟区能够遮挡风雨，地
面也防滑，让吸烟者没有室内
抽烟的‘借口。’”李思严告诉
记者，大厦完善了控烟管理制

度，同时增设安保人员进行巡
逻检查。

每3天处理一单违法投诉

6月 2日中午，控烟宣传
活动结束后，队员们纷纷告
别，杜国勇和柳平拿出手机，
打开了控烟投诉地图，向记者
展示了下一个目的地——车
公庄西路某家被投诉单位。

路上，柳平向记者介绍了
志愿者处理投诉的流程。市
民向12345热线举报违法吸
烟现象，经相应部门核实、处
理后，将由专用APP分配到每
个志愿者手中。志愿者在一
个月内前往被投诉单位，向该
单位说明情况，并对该单位控
烟“四有一无一劝阻”情况进
行检查。

柳平还向记者展示了
APP内投诉举报的详细信息，
从上到下依次是投诉编号、投
诉时间、投诉渠道、投诉区域、
投诉地点、投诉人及电话、被
投诉单位及地址、违法行为及
描述内容等项目。“为保护投
诉人隐私，‘投诉人及电话’部
分在APP内可选择显示或隐
藏，点击相应位置即可切换，
届时避免让被投诉单位看
到。”她说。

到达目的地后，杜国勇和
柳平向安保人员说明来意，并
出示了志愿者证。随后，一位
工作人员将志愿者和记者带
到前台。5分钟后，在两位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杜国勇和柳
平来到了相应楼层，发现被投
诉房间锁住了，门外并无任何
房间信息标识。该单位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房间长期无人
办公，不可能有人抽烟。于
是，柳平向该单位相关负责人

出示了已隐藏投诉人信息的
投诉详细信息页面。

在等待工作人员寻找钥匙
的过程中，杜国勇和柳平先后
前往该楼层公共卫生间进行
检查。杜国勇带领记者来到
男厕，仔细检查了隔间和外面
的垃圾桶，并查看了洗手台、阳
台等处，均未发现烟头和烟
灰。随后柳平也表示女厕并
无违规情况。杜国勇检查走
廊和办公室后告诉该单位相
关负责人，除卫生间外，其余地
方并没有张贴禁烟警示标识。

该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里并非经营场所，不需要张
贴标识。杜国勇则向其详细
介绍控烟条例的具体内容。
最终，并未发现相关违规吸烟
现象，柳平建议该单位向街道
申请禁烟标识，在电梯、走廊、
办公室等处张贴。

“不是每次投诉，都能够
抓到违法吸烟行为。由于志
愿者没有执法权力，如果发现
被投诉单位依然存在违法吸
烟情况，还要上报街道相关部
门，由街道执法人员对违规场
所进行处理。”杜国勇认为，目
前仍有不少单位以及个人对
控烟的认识还不到位。一般
情况下，年轻人都好说话，态
度较好。个别年纪大的人会
比较固执，不好沟通。如果采
用举报交通违法的“随手拍”
措施可能会有作用，但也有可
能引起其他纠纷，例如侵犯个
人隐私或肖像权等问题。

近6年来，海淀区控烟志
愿分队每位成员平均每3天
就要处理一单违法投诉。面
对当事人难以预料的态度，每
次处理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但
为了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他
们一直在努力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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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志愿者向市民进行控烟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