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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多地已出台控烟法规，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在执行层面仍存
在诸多挑战。在办公室、餐馆、车站等场所，二手烟依然无孔不入，多数人选择默默忍受。

早上8点，王海（化名）推开办公室的门，熟练地从衣柜里

取出那套“工服”——这是他的“二手烟专用装备”。衣服早已

浸透了焦油味，他不敢闻，迅速换上，等待同事们的到来。

在这个四人办公室里，王海是唯一不抽烟的人。而他

的三位同事，从清晨到傍晚，随时可能点燃一支烟，让狭小

的空间瞬间烟雾弥漫。忍了一年多后，王海终于戴上防毒

面具，成了公司里最“另类”的存在。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2025年的主题是“拒绝烟草诱

惑，对第一支烟说不”。然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并非主动选

择吸烟，却被迫成为二手烟的“隐形受害者”。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二手烟含有7000多种化学

物质，其中至少 69 种是致癌物。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

中，非吸烟者罹患肺癌、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尽管我国多地已出台控烟法规，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诸多挑战。在办公室、餐馆、

车站等场所，二手烟依然无孔不入，多数人选择默默忍受。

我们采访了3位勇敢向二手烟说“不”的人，他们分别借

助防毒面具、手机镜头和投诉电话，对抗这个“沉默的杀手”。

讲述人：王海，戴防毒面具上班，现
居河北省保定市

我在河北省的一家国企工作了 7
年，前年开始戴防毒面具上班。办公室
人员调整后，连我在内一共4个人，其他
3位同事都是“老烟枪”。他们抽烟完全
不看时间，从早上 8点上班到下午 5点
半下班，随时都可能点上一支。更夸张
的是，有时候其他部门的同事过来谈
事，还会互相递烟。忍了一年多后，我
受不了了，戴上了防毒面具。

我对他们说过，最好出去抽烟，但是
他们就当没听见一样。对我戴防毒面具
的事，他们更是熟视无睹。

说来讽刺，我们公司明明有禁烟规
定，办公楼里也设了专门的吸烟区，但
根本没人当回事，也没见谁因为抽烟被
处罚过。全公司 300多号人，现在都知

道公司有个天天戴着防毒面具上班的
“怪人”。

我们部门属于市场部，以男同事为
主，同层有一个以女同事为主的内勤部
门。我们办公室里一有人抽烟，我就把
窗户和门打开。但是旁边的女同事也
受不了，她们会过来把门关上。只有我
一个人躲无可躲。

为了保护自己，我试过几种口罩。
普通的医用口罩和 N95 口罩根本防不
住烟味，我想起工厂车间里会发一些防
毒的劳保用品，于是就找了防毒面具来
试试。戴上后闻不到烟味，就是滤棉两
周得换一次——白色的棉芯拿出来时
都变成黄色了。

我还在办公室的衣柜里放了套“工
作服”，专门上班时穿的，已经充满了焦
油味儿，下班前再换身衣服，这样回家

减少身上二手烟带给孩子的危害。但
是头发上还是会有味道。

最难受的是出差时要和抽烟的同
事同住。我只能整晚开着窗户和新风
系统，基本睡不好觉。

我们领导也抽烟，但是他会在指定
的吸烟点抽。我有一次去领导办公室

“躲烟”，他跟我开玩笑说，“要不你也学
学抽烟，打不过就加入吧。”这话也是让
人哭笑不得。

更讽刺的是，我们公司主营业务就
是生产烟气脱硝环保设备。每天戴着防
毒面具上班的我，活像个行走的烟囱。

我把戴防毒面具的照片发到网上
后，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有人求购买链
接，也有人建议在办公室放空气净化器。

有人开玩笑说两个最不可能实现禁
烟的地方，一个是足球场，另一个是火车

站。但我经常能在体育场的男厕所里闻
到烟味。体育场安检很严，也不知道他
们怎么把香烟和打火机带进去的。

上个月我去山东一家大工厂出差，
人家那才叫真禁烟：严禁携带香烟和打
火机入厂，查到就罚款。我觉得，禁烟
能不能落实，关键还得看企业领导的态
度和决心。

上周我们办公室刚刚调过来一个内
勤部的女生，那个女生把员工手册中的
禁烟制度翻了出来，告诉他们公司的考
核扣分制度——如果查到流动抽烟一次
扣两分，工资比例按 98%发放。她告诉
他们，如果不遵守，她真的会去举报。

现在办公室三个人都到吸烟室抽
烟了，也算把我拯救了。这样看来，在
禁烟的过程有时也必须用一些强硬的
措施。

全公司都知道有个戴防毒面具上班的“怪人”

讲述人：菲菲，曾因制止吸烟登上
热搜，现居浙江省杭州市

今年 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老公去
家附近新开的烧烤店吃饭。这店看着
挺干净的，不像路边摊一样油腻。老板
在后厨烤串，我们在前面吃。

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香烟味，特别
呛。两个服务员站在那儿不敢管，估计
是怕得罪客人。我看不下去，就直接走
过去跟抽烟的人说：“店里不能抽烟。”
那桌五六个男生，有两个在抽，他们还
算配合，说不抽了。其中有个男生问
我：“我刚点的，抽完这根行不？”我说不
行，要抽得出去抽。

我不喜欢旁边有人抽烟，一来是因
为对烟味敏感，二来是觉得对身体有
害。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我的身体要
为你抽烟的行为买单？所以以往在外面
吃饭遇到抽烟的人，我都会进行制止。

那天我们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我
发现那两人又抽上了。我过去又说他
们，结果他们不乐意了：“别人也抽，你
怎么光管我们？”我一看，旁边那对小
情侣里的男生确实也在抽。我就拿出
手机拍下来——我想打 12345 投诉室
内抽烟。那男生开始还对着镜头比
耶，拍完突然翻脸，说我侵犯他肖像
权，要告我。

之前抽烟的那桌人开始冲我嚷嚷：
“如果不想闻烟味，为什么要出来吃
饭？”他们越骂越难听，我就报警了。

警察一进门就找店主，说店里没贴
禁烟标志，是店主的责任。但来的警察
又说杭州有些地方是可以抽烟的，最终
解释权在店主手里，建议我们换家店吃。

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查了《杭州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确定杭州的室内
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后，我又报警了。
我要求之前出警的警察跟我们回店里。
那几拨人还在，店里烟雾缭绕的。警察看
完条例后，挨个跟抽烟的人说明情况。

但他们还在骂人，警察把我们带到

派出所调解，折腾到凌晨 1 点多才回
家。我们没接受对方道歉。

我把那天的视频打码发到网上，过
了几天就上热搜了。支持我的人占到
了九成，也有人指责我没事找事。这恰
恰证明了我那天坚持的意义。

有网友评论，她所在的城市很难禁止
室内抽烟，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端着碗躲得
远远的。还有网友羡慕我拥有说出来的
勇气，“容忍的人多了，他们就有恃无恐。”

那天一直有人在说：“抽烟这点小
事至于闹这么大吗？”我觉得，抽烟事
小，但是得让大家知道，在室内抽烟错
的是他们，而不是较真的我。

“如果不想闻烟味，为什么要出来吃饭？”

拒绝二手烟，每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不”
讲述人：“公共场所禁烟保安”，在

社交平台有1.4万粉丝，现居广东省东
莞市

我从小就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因为
我爸就是个老烟民，可以说我是在二手
烟里“腌”大的。记得小学语文课写“给
爸爸的一封信”，我还真情实感劝他戒
烟。结果他一句“小孩子懂什么？别没
大没小的”就把我打发了。

不光是我爸，过年走亲戚的时候，那
些叔叔伯伯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我躲
都没地方躲，简直就是二手烟专业户。

后来我大学毕业离开家，自己能赚
钱了，说话也有分量了。现在我爸抽烟
都知道躲着我了，一般都是跑去厕所抽。

我目前住在东莞市，广东的茶楼里
很多阿伯阿婆爱吸烟，我见到都会上去
劝。因为我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吸二
手烟才劝阻，我希望大众能有更为普遍
的禁烟意识，大家都能呼吸到新鲜空

气，生活在没有二手烟的世界里。
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屋子里烟味太

大，我气得一桌一桌去劝，哪怕离我的
桌子较远也会走过去。最多的一次，我
一顿饭劝了七八个人。我感觉自己好
像一个保安，所以后来干脆把社交平台
昵称改成了“公共场所禁烟保安”——
保卫他人不吸二手烟的平安。

去年我把一次劝阻失败的经历发到
网上，没想到被很多人点赞评论。原来这
么多人都讨厌二手烟，只是平时不敢说。

劝了这么多人，我发现八九成的人
会听劝灭烟，剩下两成得让老板出面。
有些网友劝烟时假装孕妇或者哮喘患
者，我不太赞同。不是只有病人才有资
格拒绝二手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理直气壮地说“不”。

现在越来越多人敢反抗二手烟了，
所以我经常在账号上教大家怎么投诉。
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小程序给

12345进行投诉。我整理了18个有禁烟
条例的城市，就算没有单独禁烟条例，省
市卫生条例里一般也有相关规定。这些
都是大家劝阻和投诉吸烟的依据。

投诉确实有效果，有些餐馆被投诉
后，立马贴上了“禁止吸烟”的标识，经
营者也开始重视禁烟。

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广
州有家茶楼我去了三次，第一次投诉后店
家设置了吸烟区，但存在明显问题——无
烟区面积仅占整体的四分之一，且与吸烟
区之间缺乏必要的物理隔断。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经营
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
位在 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应当设置吸
烟室或吸烟区，并确保其与非吸烟区域
有效分隔。但是很显然，这家茶楼为了
图省事未能严格落实相关规定。

每次投诉时，我都会要求市场监管
部门或卫生健康部门对违规商家进行

处罚。然而，即便我向监管部门举报餐
馆内的吸烟行为，并附上现场照片作为
证据，得到的回复也是“必须在巡查时
发现吸烟行为才能罚款。”最终，执法人
员能做的仅仅是口头提醒商家，这种处
理方式令人失望。

在查阅各地控烟条例时，我曾对北
京、上海的严格政策颇为向往。但两地
网友的反馈却显示，即便在这些一线城
市，街头巷尾仍时常飘散着烟味——公
交站、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违规吸烟现象
依然屡见不鲜。

问题的核心在于，尽管法规已经出
台，但执法资源不足、执行力度疲软。

评论区不少网友分享了国外的成
功经验，比如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
通过高额罚款和严格执法，杜绝了公共
场所的吸烟乱象，走在街头几乎闻不到
一丝二手烟。相比之下，我们的控烟政
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