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年

5月 31 日是第 36 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

为“无烟为成长护航”，当年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将无烟

日定在国际儿童节的前一天，就是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

危害。

提起控烟，很多人会觉得已经“大功告成”，这是因

为，各地都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室内公共场所控烟相关

规定，室内公共场所控烟不但成为社会共识，控烟执法

力度也得到了保证。受控烟影响，许多地方的城市吸烟

率已经大为降低，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该市成人吸烟

率已从 2008年的 25.4%降至 2022年的 18.79%。

但是 ，在一些场所，孩童依然难以免受烟草危害。

在今年世界无烟日到来之前，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曾组

织志愿者在放学时间对 36 个学校进行校门口控烟状况

调查，尽管被调查的学校中有八成在校门口或家长等候

区设置了禁烟标识，但大部分学校门口或家长等候区依

然能看到有家长吸烟。

事实上，在儿童经常出入的一些室外公共场所，因为

部分城市对这些场所缺乏明确的控烟细则要求，使得这

些场所控烟实际效果有限。换言之，让下一代免受烟草

危害，室内公共场所控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还有

很多关口要过。比如，一些人员密集、儿童孕产妇经常出

入的室外公共场所能否控烟。再比如，能否将设定哪些

室外地方控烟逐步调整为设定哪些室外地方可以吸烟，

在空旷场所划定吸烟点等。

其实，这样的尝试已经有先例。以上海市为例，该

市控烟三部曲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

请看标识”，所谓游烟，就是指边走边吸，这是许多人难

以逃避的二手烟来源。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调查就

显示，四分之三的市民经常遇到“游烟”，超过九成市民

对此感到反感，马路人行道、商场写字楼出入口、车站机

场出入口甚至医院学校门口都是市民经常遭遇“游烟”

的场所，让人防不胜防躲之不及。

对此，该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就规定了部分

公共场所室外区域也是禁烟的，比如幼儿园、中小学校、

少年宫、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等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

人群的场所，也包括了体育场馆、演出场所的观众座席，

以及对社会开放的文保单位、人员聚集的公交等候区域

等。而该市首批 100个“示范性室外吸烟点”已在南京路

步行街等地标处投入使用，引导规范室外吸烟者远离人

群不吸“游烟”。这样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控烟工作涉及社会治理的诸多方面，在完善室内公

共场所控烟相关机制的同时，如何因地制宜动员社会力

量，围绕无烟环境建设，走好控烟的下一步，打造居民共

建共享的健康城市，提早实现“健康中国 2030”中的控烟

目标，值得各地思考。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王灵儿 万多

初夏的湖北武汉，凌晨 4点，武昌粮道街

已经热闹起来，这里曾经是粮道衙门所在地，

现在是美食一条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在破晓时涌入这里“过早”，感受“烟火味”。“过

早”即吃早餐，一碗热干面，一份糯米包油条，

一碗糊米酒，还有鱼糊粉、鸡冠饺、欢喜坨、糯

米鸡……这座城市渐渐醒来，迎来曙色。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省武汉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35.4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7.9%。这座英雄的城市，正在

新征程上，焕发着新活力。

具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凌晨 4 点多，在武汉市青山区的一家店

面里，一双手熟练地将磨好的浆汁倒入面窝

瓢里，接着缓缓放入油锅里，不一会儿，一个

个圆胖金黄的面窝冒着香气、滋滋响地从油

锅里浮了上来。油锅前面有一个手机支架，

甚至还连着一盏补光灯，师傅对着镜头介绍

着各式面窝：金包银、榴莲、香菜，甚至还有鲍

鱼面窝。

这就是拥有 50多万粉丝的武汉“网红面

窝”——吴记大面窝，创始人吴汉良独创了有

18 种口味的吴记大面窝。70 后的吴汉良曾

是炼钢工人，后来做过连锁烧烤店的老板，

去年，已经 50岁的他开始琢磨做早点。“武汉

是码头文化，武汉人喜欢碳水，还特别喜欢

吃米做的东西。”最终，他选择了面窝这个独

特小吃。

他尝试把网络上大家喜欢的原材料加入

面窝里去，最后构成了吴记大面窝的 18种口

味。他从早上 5点左右开始炸，一直要炸到晚

上，最多的时候一天炸了 3000多个面窝。

夜晚的武汉，大街小巷弥漫着香辣的味

道，这是来自小龙虾的味道。作为鱼米之乡、

江汉平原的拳头产品，小龙虾已经成为武汉

人餐桌上的一方霸主。吃小龙虾，在武汉称

作“嘬虾子”，因为市场的火爆，武汉的小龙虾

店常常从中午开档，一直营业到次日凌晨。

有温度的“消夜”时光

晚上 8 点之后的时间，是被武汉人称为

“消夜”的晚间生活，“消夜”源于武汉曾经的

“火炉”之称，漫漫夏夜酷暑难耐，因而人们常

常走出闷热的家门，消磨夜晚的时光。

在武汉倾情打造的“夜经济”品牌街区汉

口吉庆街，一边戴着手套“嘬虾子”，一边看街

头艺人比赛，夏夜阵阵微风中，这让食客们人

人十分惬意，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吉庆街

还是这么热闹喜庆。”

“近年来，武汉市民的消费持续产生新需

求、新变化，‘夜经济’应运而生。”商业体武汉

天地相关负责人说，武汉天地顺应市场需求，

从以前仅有一至两家“夜经济”品牌，到如今

拥有 K-song、贰麻酒馆等诸多“夜经济”品

牌，不断进行升级。

武汉有两条著名的夜市街，分别闪耀在

江南江北，一个叫武昌大成路，一个叫汉口保

成路，它们隔江相望。

汉口保成路夜市，就在闹市楼宇之间，

本来道路就窄，一个个夜市摊位上路后，客

流就在狭长的通道内流动，但毫无妨碍大家

吃喝娱乐购：喝碗藕汤聊个天，买个心仪的

手机壳，淘一条精致的手链……武昌大成

路，汇集着武汉特色风味的美食。工作一天

后，逛逛夜市，做个美睫美甲，让自己拥有美

好的心情，“来夜市感受人气，和美甲小姐姐

聊聊天，烦恼就烟消云散了。”江女士选择逛

夜市来缓释自己的工作压力，在她看来，夜

市带来的面对面沟通交流，是有温度的，是

网购取代不了的。

近年来，“夜市集”“后备厢集市”等多种

形式的夜经济，正为武汉市民夜生活增添一

抹亮色。武汉万象城里，银盐市集复古风十

足，吸引众多年轻人。隔江相望的武昌楚河

汉街，“万物市集”“花 young 市集”等多样化

的夜集市，也引来不少市民打卡。

晚 11点过后，汉口一元路上逐渐热闹起

来。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马路两侧都“长满了

人”。一群年轻人把后备厢装扮成个性十足

的柠檬茶铺、烤鸡店、咖啡吧等，不少年轻人

边逛边打卡拍照。后备厢集市车主多是 80
后、90 后，多数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和职

业，来此汇集，大多为了好玩与交友。经营

“烧鸟店”的刘女士说，自己之前是实体店业

主，现在实体店租金比较高，她和朋友一拍即

合，开始了自己的夜摊经营之旅。经营烤鸡

摊的郭先生以前是做设计工作的，辞职去学

西餐，现在和母亲一起经营。

一杯咖啡 15~22元不等，其余食品低至 4
元，高至几十元，对摊主们来说，获得不只是

收入，同时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咖啡摊摊主

“大米”说：“摆摊很有趣，偶尔和其他摊主搞

个联名，大家互相投食是很常见的事，也经常

会在其他人的直播间被家人朋友发现。”

历史与现代的文艺范

吃饱喝足，站在吉庆街畔，耳边响来百年

江汉关钟楼上的钟声，伴随着长江上声声汽

笛，这是夜游长江游轮的吟唱。武汉的烟火

气中更有着文艺范，在东湖绿道、楚河汉街、

昙华林、光谷步行街，常常能与街唱歌手不期

而遇。汉口的老街里藏着一个多世纪的历

史，老街里的各类小店和小型博物馆，让人流

连穿梭在历史与现代之间。

随着电音拍打水花，感受“浪尖蹦迪”的

乐趣；水上飞人秀“踏浪”绝技，激起阵阵水

花；冲天水炮一泻而下，来一次彻底的“透身

凉”……这些场景，都是武汉年轻人最爱的夏

日戏水姿势。

“从刺激好玩的高空项目，到温馨可爱的

儿童游乐区，各个年龄段都能在这体验玩水

的快乐。”武汉青少年宫水上世界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作为玩水胜地“颜值担当”，东湖沙滩为

游客送上夏日限定美景。傍晚时分，东湖沙

滩升起袅袅炊烟，帐篷上的星星灯璀璨绚烂，

木质靠椅、草状遮阳伞在沙滩上一字排开，小

朋友在沙滩踩水拾贝，大人在帐篷下赏景聊

天。“就像置身真的沙滩，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不会游泳的孩子们也能体会到亲水的乐趣。”

游客们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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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湖北省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7.9%

被“过早”唤醒的城市

“你们负责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民 声G

室内公共场所控烟
只是控烟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蒋菡

头戴白色安全帽，身穿黄色反光背心，走

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临港西岛金

融中心项目施工用的简易电梯，陈静涛笑着

跟开电梯的大姐打了个招呼。大姐不知道，

这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是

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陈静涛 2020 年毕业

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陈静涛选择土木工程专业，跟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有关。当时，鸟巢、水立方让正读高

二的陈静涛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

《工人日报》记者说，“我觉得干这行挺有意

义。”

专业所学和实践充分结合

2009 年，陈静涛就读中山大学土木工程

系，后来被公派至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土木

工程是偏重应用的学科，更多的是在实际工

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陈静涛在研究方向上选择了可持续、绿

色新材料，具体研究的是冻融循环。“冬天地

面容易因冻融开裂，我研究使用的一种新材

料，可以使抗冻强度从 20%提升至 95%。”他

说。 博士毕业后他选择了回国工作。作为

公派留学生，陈静涛觉得，将自己所学应用于

祖国大地上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来到中建二局华东公司后，陈静涛主要

负责各重点工程的技术创新推动，跟进的第

一个项目便是北京环球影城。

2021 年初，受外部因素影响，项目进展

受阻，复工后，如何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成为

当务之急。在潜心钻研后，陈静涛和伙伴们

共同研究出了“始于创意概念的异型构（建）

筑物数字化设计建造技术”，项目成功实现了

49.6 米超大型假山的高效建造，节约工期约

180天。

这项创新技术给了陈静涛很大的信心，

他第一次拥有了“专业所学和实践充分结合”

的成就感，“你们负责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主题乐园的设计师负责想象，我们工程师负

责实现。”陈静涛说。

掌握规律后寻求突破

在工程单位，很多时候项目一个接一个

地干，“干完没有回头看，就直接干下一个

了”，而陈静涛特别注重总结。“无论课堂还是

工作中，重要的是掌握规律之后寻求突破。”

他说。

为了更好地将项目建设中的关键技术

进行提炼和总结，陈静涛开展了文旅课题的

研究。目前，课题已获得专利授权 63 项，其

中发明专利 17 项，参与完成的《大型游乐工

程建造关键技术》经鉴定总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2021 年，陈静涛参加了公司“新锐营”培

训，熟悉了企业文化和各项管理制度后，他

萌生了去工地的想法。“当时领导跟我说，你

应该到一线，实打实地了解我们在干什么，

想干什么。我自己也觉得到项目上才能真

正走出象牙塔，发现痛点难点，找出有效的

办法。”

2021 年 9 月，他到了临港西岛金融中心

项目，住活动板房，每天跑工地。“小陈，施工

技术方案有了吗？”“小陈，落地式脚手架专项

方案有了吗？”“小陈，在科学分解计划的同

时，还要优化资源配置。”在和项目团队并肩

作战的过程中，陈静涛逐渐融入项目大家庭。

工地上的博士

将先进技术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这是

陈静涛最想做的。在摸清项目情况后，他开

始考虑结合超高层项目的特点，将分布式光

纤的智能监测技术引入项目施工。之前他在

剑桥接触过分布式光纤技术，主要用于监测

大桥的震动和变形情况。

将这项技术引入工地，可以实现全方位

监测。这一想法得到了公司的支持。陈静涛

带领同事们自己动手，将分布式光纤布设在

塔楼桩基础内，常常不知不觉就忙到深夜。

“我自己带人去基坑里绑线，有一天下雨，场

地一片泥泞，跟我一起去的小伙子穿了双新

鞋，全废了。”他说。

他们成功将光纤埋入到深度达 76 米的

塔楼桩内。“原来每隔 10米人工取样，现在哪

里有问题都能远程自动监测到，我们率先实

现了超长灌注桩的全生命周期监测。”陈静涛

不无骄傲地说，“我们摸到了建筑的脉搏。”

依托这个项目，陈静涛收获了科研项

目《基于分布式光纤的深基坑智能监测技

术研究》。

“未来最重要的是数据，通过智能化、数

字化强化风险管控，这是属于未来的技术。”

陈静涛说，从简易电梯登上施工平台，面对无

垠的大海，陈静涛感受到无比的广阔。“智能

建造的发展空间很大。”

◆烟火气里的我们③

阅 读 提 示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省

武汉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35.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9%。这座英雄

的城市，正在新征程上，焕发着新活力。

重庆小面工业化
小生意走向大市场

6月1日，在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井
谷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
在小面生产线上进行调试作业。

小面是重庆的特色美食。重庆小面店
遍布重庆的大街小巷，据统计，重庆市现有
8.4万家小面门店，年产值近400亿元。

2021年以来，重庆市大渡口区成立了
重庆市小面产业园，共引进包括生产加工、
物流仓储、电商销售、文化创意、服务体验
等领域32个相关产业项目，规模化推动重
庆小面工业化发展，把重庆小面从“街头小
吃”打造为现代化的地方特色大产业，把重
庆味道从山城带向全国，带向海外。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探访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

5月 31日，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的音乐老师高
向红（右）指导中国鼓社团的学生排练。

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现有 60个教学班。2018
年3月，北京市教委援助河北雄安新区首批项目启动，原
雄县第二小学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对接，更
名为“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渡改桥工程便捷群众出行
本报讯（记者刘静）近日，由中铁十五局集团承建的四川

广元市渡改桥工程之一，目前唯一的钢绳斜拉观光桥和地标

工程摆宴坝嘉陵江大桥顺利合龙，为 7 月全线顺利通车奠定

了坚实基础。

摆晏坝大桥桥长 1422 米，主塔高约 130 米，为拱门式独

塔双面斜拉桥，主塔为全弧面混凝土塔，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

建设。

“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以前没桥的时候，坐渡船过

河要等很长时间，家里有急事要绕路四五十分钟，现在过江只

需要几分钟就能到。”家就住在大桥东 300米处张家湾村民张

义虎老人说。大桥修建好后，从河对岸到广元市三院、四院只

需要十几分钟，极大地方便了当地人民就医问题。

大桥附近的南山村村民杨伟志自己种有 10 余亩的枇杷

园，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但由于交通运

输不便，望着满园的枇杷却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大桥马上就通

车了，我们再也不用等渡船赶场了，每天开着三轮车都可以往

返集市好几趟，今年枇杷收成好，价格又高，照这样计算每亩地

的收成要比往年翻两三番。”杨伟志边摘枇杷边笑着说道。

变“问题清单”为“满意清单”
本报讯“感谢你们为我的事情开了专门协调会。我可以

安心建房了。”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居民王华明表示，因

为宅基地和邻居存在争议，在不知道如何沟通的情况下，来到

了县信访局，通过调解只用了 3天的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近年来，该县信访局以“最多访一次”为出发点，严格落实

首办负责制，首创“事前给清单、事中督过程、事后强问效”管

理机制，推出初次信访事项“3天见面、7天反馈、21天办结”规

范化清单，变信访“问题清单”为群众“满意清单”。

（曾祥燕 黄文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