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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地标性的商
业街之一，而近期在王府井百货大楼
东门广场出现了一个占地70多平方
米的固定高台式“烟客”吸烟区。记
者发现，烟民在该吸烟区“吞云吐雾”
的同时常有游客行人停留休息，其中
还有不少儿童在吸烟区奔跑玩耍。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公开表示，
该吸烟区在建设理念和规模上，与国
家控烟规划和北京控烟条例规定不
符，甚至有变相诱导青少年吸烟的风
险，建议立即拆除。

“豪华”吸烟区现身地标性
商业街人口密集区引争议

近日，北京控烟志愿者反映在王
府井百货大楼东门广场出现了一个
占地70多平方米的固定高台式“烟
客”吸烟区。该吸烟区集中建有13
根不锈钢柱式烟灰缸、18把不锈钢
座凳、6块固定金属围挡，其中包括两
个“烟客”广告牌和一个巨大的由许
多烟圈组成的造型。

记者发现，该吸烟区位于王府井
步行街紧急疏散广场和百货大楼紧
急疏散通道上，周围有金属围挡，并
标有“yanker”（烟客）字样。

腊月的北京虽然天气寒冷，但王
府井大街上市民、游客仍然络绎不
绝，其中不少人在该吸烟区驻足休息
或“吞云吐雾”，还有不少儿童在该吸
烟区及周边奔跑玩耍。

“这个吸烟区从远处看就像一个
咖啡厅的室外休息区。”从四川来京
旅游的周先生说，本想带孩子进去坐
坐休息一下，却发现有不少人在吸
烟，只好选择其他地方。

市民李女士说：“王府井大街是
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走在街上
不时能闻到避之不及的‘二手烟’，实
在对不吸烟的人有些‘不公’。”

北京控烟协会：大规模在公
共场所建立吸烟室不妥

记者调查发现，“yanker”（烟客）
是一项由北京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发起的“共享吸烟室”公益项目，宣
称旨在改善吸烟环境，解决吸烟与健
康、公共环境的矛盾问题。

据了解，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本身
就包括烟草零售，其“共享吸烟室”项
目目前已有12间投入使用，分别落
地长沙黄花机场、韶山景区、深圳宝
安机场等。该公司创始人兼CEO王
梓霖曾表示，希望在 2020 年落地
2000个“共享吸烟室”，覆盖全国主要

地级市等。
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

月，我国至少已有20个城市相继出
台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
规。北京、上海、深圳牵头立法进行
全面禁烟，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公共场所
的吸烟室也相继关闭。2016年10月
底，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
站和上海机场室内吸烟室全部关闭；
2019年1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
内、国际航站楼所有吸烟室关闭。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
示，在全社会控烟已成共识的趋势
下，再大规模地在公共场所建立吸烟
室显然不妥，也与许多地方性法规相
违背。

此外，《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
十一条提出，吸烟区的划定应当遵守
下列规则：（一）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二）远
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
通道；（三）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张建枢说：“王府井的‘烟客’吸
烟区用固定围挡方式设立在人口密
集区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处，给消
防工作也会带来安全隐患。”

控烟“底线”也是无烟人群
的健康“底线”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降低到20%，而《“健康北京2030”规
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
成人吸烟率下降至17%以内。受访
专家认为，控烟“底线”也是无烟人群
的健康“底线”，应牢牢守住。

据了解，进入冬季以来，北京市
违法吸烟投诉量大幅上升，表明广大
群众对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行为从
熟视无睹到不可容忍，纷纷拿起控烟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健康权益的意识
在提升。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表示，像
王府井“烟客”一类的吸烟区在一定
程度上侵犯了公众利益，将原本的
大众休闲区变为少数人“吞云吐雾”
独占的“乐园”，让不吸烟的游客避
之不及，特别是对老人、儿童更是危
害较重。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监督所了解到，目前卫生监督执法部
门正在与东城区政府等单位进一步
沟通协商，东城区卫生监督部门也将
对该吸烟区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据新华社电

70平方米“豪华”吸烟区现身王府井引争议

北京控烟协会建议立即拆除

国家知识产权局10日集中发布
专利、商标、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2018年度统计数据。国家知识
产权局办公室主任胡文辉在发布会
上表示，2018年，我国主要知识产权
指标稳中有进，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再
上新台阶。

2018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为154.2万件，共授权发明专利43.2
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4.6万
件；商标注册申请量为737.1万件，
商标注册量500.7万件，其中国内商
标注册479.7万件；批准保护地理标
志产品67个，注册地理标志商标961
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企业223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发证
3815件，同比增长42.9%。

截至2018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
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60.2万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1.5

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不含国外在
华注册和马德里注册）达到1804.9万
件，每万户市场主体商标拥有量达到
1724件；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80
个，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4867件，核
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179家。

知识产权质量呈现稳中向好态
势。以发明专利为例，2018年，国内
发明专利授权平均权利要求项数为
8.3 项，较 2017 年提高 0.3 项；截至
2018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平均
维持年限为 6.4 年，较 2017 年增长
0.2年，国内发明专利质量稳中有进。

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
进出口总额超过350亿美元。专利、
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1224亿元，
同比增长12.3%。其中，专利质押融
资金额达885亿元，同比增长23%，质
押项目5408项，同比增长29%。

据新华社电

2019年我国将加快推进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建设，编制总体发展规
划，发布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加强试
点公园管理机构建设和运行保障，启
动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
库建设，组织开展试点综合评估，确
保2020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

这是记者从10日在合肥召开的
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的信息。

据了解，2018年我国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进展顺利。开展了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专项督察，10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稳步推进，大熊猫、祁连
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通过国家评审验
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已上报，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获得批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
体规划编制完成，《神农架国家公园

保护条例》颁布实施。通过开展生态
廊道建设、外来物种清除、裸露山体
治理等，各试点国家公园生态状况持
续改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在会议上表示，做好林业草原工作既
有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比如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没有现成的模式
可供借鉴等。要加强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指导，制定国家公园设立标准，
编制总体发展规划，推进立法，开展
试点综合评估等。

据了解，2019年我国将完成东
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总
体规划编制报批，启动编制海南热带
雨林等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重点解
决省级管理主体缺失问题。制定国
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巡护
管理办法、建设项目准入清单。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推动试点国家公园生
态状况持续改善。 据新华社电

2018年度知识产权统计数据集中发布

我国每万人拥有11.5件发明专利

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新华社 图

公安部日前部署各地公安机关
总结经验、分析研判形势，切实加强
公交车安全防范，对以暴力方式影响
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
依法立案侦查，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记者从9日至10日在京召
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公交车安全防范
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深
刻反思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
事件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找准突出矛
盾和深层次问题，全面构建立体化智
能化公交车安全防范体系。要全面
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区隔离设施，推
动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出台
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多
种形式，统一安装标准，明确技术要
求，抓紧组织实施。要严格落实公交
车乘务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加强培训

管理。要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
部联合出台的有关指导意见，狠抓执
法打击，切实教育警示公众、震慑遏
制犯罪。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
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依法立
案侦查，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
罚。要切实提升公交车司乘人员防
范处置能力水平，规范应急处置操作
规程。要加强防范教育、群防群治、
警示宣传，努力引导公众树立“平安
公交人人有责”理念。

同时，要推动落实市县党委政府
领导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运营
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按要
求、时限落实到位；推动将公交车安
全防范纳入综治考评，对因防范措施
不落实，导致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地
区，提请实行一票否决。据新华社电

以暴力方式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
公安部要求一律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