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 校园
世界无烟日活动方案(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篇一

2022年5月3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世界无烟日。

2022年5月30日

中班组全体师生

幼儿园内

1、认识禁烟标志

2、了解吸烟对身体和环境的危害。

(1)通过故事、图片教育幼儿吸烟对人体的危害

图片上的人长得怎样?他为什么会咳嗽、生病?幼儿将自己调
查的资料与大家共享，(有吸烟的人牙、衣服、手指怎样?)

图上的人被什么呛得直流眼泪?阿姨肚子里的小宝宝为什么
哭?

加油站为什么发生火灾?知道吸烟容易造成火灾。

教师与幼儿共同小结：吸烟污染环境，使空气变得浑浊;吸烟



既危害自己，又危害别人的身体健康;吸烟容易引起火灾，造
成财产损失。

3、宣传戒烟：

发放宣传单，通过大手牵小手的活动，向家长普及吸烟有害
健康的知识。

4、绘画“禁止吸烟”标志

指导幼儿每人制作1个“禁止吸烟”的标志带回家里，鼓励幼
儿人人争做禁止吸烟的小宣传员。

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篇二

2022年5月30日是世界无烟日

为营造良好、健康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公众对烟草危害的
认识程度，让广大市民自觉树立拒烟意识，养成良好健康生
活方式与行为，自觉参与健康、文明、和谐的城市创建活动，
在“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特举办第“世界无烟日”主题
征文活动。

提高社会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程度，让市民自觉树立拒烟
意识，养成良好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提高我市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

全体社会公众

(1)以“烟草——对发展的威胁”、“无烟·健康·发展”为
主题。

(2)文章内容要主题鲜明、文字精练。可以写生活中的小事，
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也可以针对某一现象发表评论。



(3)体裁不限;字数不少于600字(诗歌除外)。

(4)参赛作品必须原创、真实、未曾发表过，严禁抄袭。

2022年5月10日至2022年5月31日;

莱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莱芜市老年大学、《莱芜老年》
报刊

电子版统一发到邮箱;

(1)审稿：将稿件收集整理完善，本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
与析”的思想，摒弃“一锤定音”的做法，审稿工作由《莱
芜老年》编辑部共同审核。

(2)评优：将评选出的优秀稿件统一汇总，由莱芜市疾控中心、
莱芜市老年大学、《莱芜老年》编辑部做最终评选。

(3)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奖状及奖品。

(4)征文作品同期发布至莱芜传媒网等网络媒体上。

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篇三

今年的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x个“世界无烟日”，
主题的是“无烟青少年”。其主要含义是：针对青少年
要“禁止烟草广告，禁止促销，远离烟草”，口号是“禁止
烟草广告促销，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为了进一步提高师
生对吸烟危害的认识，营造一个健康、清洁、禁烟的良好校
园环境，减少烟草对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使“禁烟、控烟”
活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我校开展了以下系列活动：

1、利用学校午会时间，对全校师生进行控烟知识的广播宣传
教育，营造无烟校园环境。



2、各班围绕世界无烟日开展了一次黑板报展评活动，板报主
题鲜明，内容生动活泼，通过黑板报的展示，同学们了解了
许多关于禁烟的知识，从而更加增强了禁烟的意识。

3、5月31日前夕，组织各班开展“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
的新一代”主题活动，使同学们了解吸烟对人类的严重危害
性，从而从内心里远离烟草，保护自己的'健康。

4、在初中年级组织各班开展“小手牵大手，共同创建无烟环
境——致亲人戒烟一封信”活动，让父母了解吸烟的危害，
共同营造无烟的良好环境。

5、在高中年级组织学生开展“无烟奥运”的征文活动，围绕
身边的“无烟奥运”故事、青少年拒绝吸烟、对烟草危害的
认识、对学校控烟的看法、对教师吸烟的看法、对无烟家庭
的看法、对戒烟的建议等。

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篇四

汉网消息 今年5月31日是第20个世界无烟日。卫生部29日发
布的《20xx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吸烟人数
为3.5亿，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研究推算，我国遭受被动吸
烟危害的人数高达5.4亿，其中15岁以下儿童有1.8亿。每年
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10万。

吸烟者在吸烟时燃烧烟草制品产生的烟雾即指“二手烟”，
也称“烟草烟雾”。当空气受到烟草烟雾污染时，所有身处
其中的人都会吸入烟雾。

家庭是“重灾区”

报告指出，家庭、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都是接触“二手烟”
的地点。根据20xx年的一项调查，被动吸烟人群中，有82%是



在家庭中接触“二手烟”，67%是在公共场所，35%是在工作
场所。

在被动吸烟人群中，因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不同，在各类场
所接触“二手烟”的比例也不同。被动吸烟的女性90%是在家
庭中接触“二手烟”，20岁至59岁的男性在公共场所和工作
场所接触“二手烟”的比例最高。

男性吸烟率为57%

报告分析认为，男性人群现在的吸烟率为57%，其吸烟行为几
乎不受什么限制。这是造成不吸烟者在多种场所接触“二手
烟”的主要原因。据悉，卫生部正在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新的条例将强化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

5月31日是国际无烟日，烟草行业再度成为国家、行业和消费
者关注的焦点。

烟草业稳步发展

从1987年起，烟草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税源。20xx年，我国烟草
行业上缴税利1456亿元，占我国财政收入的8%。20xx年我国
烟草行业累计实现利税超过2100亿元，与20xx年相比翻了一
番，烟草业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10%。20xx年增长到2400亿元。

而卷烟的产销量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产量从20xx年
的3578.3万箱增加到20xx年的3857.6万箱，增长了7.2%，销
量从20xx年的3595.9万箱增加到20xx年的3899.87万箱，增
长了7.8%，经济效益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

20xx年上半年，中国烟草仍然保持卷烟产量与销量同比均衡
增长，效益继续稳步提升的发展状况。1~6月份，全行业累计
生产内销卷烟2047.6万箱，同比增长2.9%;累计销售卷
烟2061.2万箱，同比增长4.1%;累计实现工商税利1525.8亿元，



同比增长18.6%，其中工业税利1069.63亿元，同比增
长13.2%;商业税利456.14亿元，同比增长33.4%。

第一季度烟草产销量再度提升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烟草行业就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几大主要的烟草集团，无论是产销量还是利润均有稳步的提
升。

据数据显示，20xx年1~4月份，云南省内的卷烟企业共实现税
利203.11亿元，同比增长26.9%，其中销量增长的贡献率约
为24.0%，结构调整的贡献率约占72.0%。云南省烟草制品业1
至4月份累计完成增加值203.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

去年红塔集团实现税利211.6亿元，“玉溪”、“红塔
山”、“红梅”三大品牌销售增幅创历史新高。今年第一季
度，红塔集团就实现了税利87.62亿元，同比增幅
达21.47%。“红塔山”更是单一品牌实现了销售38.91万箱，
同比增长l06.2%。

20xx年一季度，拥有云烟、石林、红山茶等主力品牌的红云
集团共销售卷烟72.42万箱，同比增长8.85%，实现销售收
入77.64亿元，同比增长30.82%。实现税利63.07亿元，同比
增长40.69%。

湖南中烟公司，20xx年实现利税突破200亿，达到217.4亿元，
同比增长19.34%。 通过整合卷烟生产资源，集中力量做
大“白沙”、“芙蓉王”、“芙蓉”三大品牌。“白沙”产
量144.17万箱，“芙蓉王”产量30.5万箱，“芙蓉”产
量107.45万箱，三大品牌占总产量的94.04%。

我国每年100多万人死于吸烟所致疾病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据了解，香烟中含
有1400多种成分。吸烟时产生烟雾里有40多种致癌物质，还
有十多种会促进癌发展的物质，其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尼
古丁、一氧化碳和多种其它金属化合物。有关医学研究表明，
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多种疾患的
行为危害因素，吸烟已成为继高血压之后的第二号全球杀手。

有资料表明，长期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者高10倍~20
倍，喉癌发病率高6~10倍，冠心病发病率高2~3倍，循环系统
发病率高3倍，气管类发病率高2~8倍。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
每天平均1小时的被动吸烟就足以破坏动脉血管。一些与吸烟
者共同生活的女性，患肺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6倍。

在我国年满15岁的人群当中，有60%的男性和4%的女性吸烟。
而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烟民达500万人，其中中
国有120万人。

据统计，如果不加控制，这一数字到20xx年时将达到1000万。

因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烟草业一直
称这个行业带来的就业及税收对世界经济有很大贡献，但烟
草业对经济的贡献远远不够抵消它对家庭开支、公共健康、
环境及国民经济等造成的损失。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烟草
流行作为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列入重点控制领域。

每4人有1人吸烟，人数占全球烟民1/3

我国既是烟草生产大国，也是烟草消费大国。据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的烟草产量相当于其他7个最大烟草生产国的总和。
我国每年销售的香烟高达1.6万亿支，国人消费的香烟约占世
界三分之一。目前中国烟民大概在3.2~3.6亿，约占全球烟民
总数的1/3，也就是说每4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烟民。

据了解，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



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37.6%，其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
为66.9%和4.2%。将两次调查结果用20xx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
标化后进行比较，20xx年人群吸烟率比1996年下降了1.8%，男
女分别下降了3.1%和1.0%。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及老龄化，
吸烟人口较1996年仍增加3000万。调查结果显示，20xx年我
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35.8%，其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
为66.0%和3.1%。

在庞大的吸烟人口背后，我国吸烟人群年轻化趋势开始加剧，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由22.4岁降
为19.7岁。

日前召开的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成立10周年庆祝会上传来消
息：我国吸烟人口呈低龄化，青少年吸烟率上升，吸烟人数
达5000万。专家呼吁：让青少年远离烟草危害。

中国控烟行动任重道远

中国烟草行业所带来的高税利润和烟草行业卫生安全问题的
凸显，使得中国的控烟形势极其复杂。

从上世界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启动控烟运动。此后，对烟
草广告、青少年吸烟以及公共场所吸烟的限制规章相继出台。
但是因为控烟规章缺乏约束力，今天在餐馆、办公室等公共
场所吸烟的现象仍常有发生。

20xx年，中国在控烟问题上正式向世界靠拢。首先，中国政
府正式签署“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同年即
成立了国家控烟办公室，隶属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
作为中央政府层面最直接的控烟部门，负责戒烟医生培训、
组织戒烟大赛、吸烟情况调查以及各种禁烟宣传活动等。

从20xx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其大多
数条款都是为了限制烟草产量和消费量。政府禁止或限制大



多数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是否直接或间接鼓励他人吸烟将
成为主要判断标准，国内烟草企业宣传渠道将受到进一步的
制约。另外，《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规定，烟盒包装上必
须印有不少于包装面积1/3的吸烟警告，这将抑制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同时弱化卷烟品牌的形象张力。《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还要求烟草企业向政府公开产品中的成分和施放物，这
对国内烟草企业来说将增加巨大的成本和竞争压力。

种种法规的实施表明政府在控烟问题上的重视，但是，有业
内人士指出，中国的控烟行动仅处于开始阶段。目前中国在
立法能力、政策开发以及控烟技能方面力度依然不够。据了
解以控烟技能为例，国外很多医学院在医学生培养中涉及大
量的控烟内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会向大众提供丰富的控烟
课程或戒烟指南，广设戒烟门诊。但是目前，这些在中国仍
有待提高。

创造无烟环境市民呼吁禁烟

“创造无烟环境”是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其中公共场合的
“无烟”已经喊了多年，但效果一直不是很显著。但是公共
场所控烟一直是众多市民甚为关注的问题。

记者在广州天河城广场一带做随机采访时了解到，接近八成
的市民认为，为避免更多的非吸烟人士成为“二手烟”的受
害者，公共场合应该禁烟。而也有少部分市民持观望态度。
他们认为公共场所禁烟难度大，恐怕难以真正执行。

公共场所禁烟市民拍手称快

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内众多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了解广州
的控烟情况和市民的反应。

不少市民在谈及对公共场所禁烟的看法是，均持赞成看法。
在广州一外贸公司当办公室文员的李女士是二手烟的强烈反



对者。让李女士烦恼的是，她每天都要在办公室无奈接受二
手烟的毒害。因为同事中有三个好烟者，他们每天下午必在
办公室吞云吐雾，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李女士在几番劝说
无效后只能无奈接受。因此，李女士是“公共场所”禁烟的
忠实拥护者。她认为，所有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都不能危害
到他人的健康，在公共场合抽烟也是如此，应该禁止。

而市民陈先生则告诉记者，公司是禁止在办公区抽烟的，公
司所在楼层的阳台倒成了众多男同事解解烟瘾的好去
处。“对于我个人而言，抽烟可以减缓工作的巨大压力，但
我不希望影响到别人的健康，但也不想别人干涉自己的行为。
”陈先生说，“因此每当烟瘾来的时候，我都会跑到阳台去
抽，两全其美。”对于公共场所禁烟，市民均拍手称快，但
也有部分市民对“禁烟”的最终效果有所保留，市民张先生
就是其中一位。

他表示公共场合禁烟是势在必行的。但张先生有所担
忧，“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实际上仍
有不少人在餐厅等公共场所毫无顾及地抽烟。“在公共场所
专门设立‘吸烟区’，让烟民们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内吸烟。
既可以让烟民有‘过瘾’的场所，又减少了二手烟的受害者，
还大家一个空气清新的环境。”

广州启动公共场合控烟计划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京启动“迈向无烟中国”控
烟项目，首批试点的广州、江门两市将试点全市公共场所禁
烟，减少二手烟民的数量，这些公共场所包括娱乐场所、学
校、商场等。

同时，广州市政府举行了《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座
谈会，征询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该条例规定了影剧院、
书店、公共交通等候室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并禁止或者限
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



中小学生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禁止播放、刊登烟草制品广告。

据透露，广州控烟可能把处罚额度最高定在100元。这意味着，
在禁烟后，烟民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将面临最高100元的处
罚。

明日是世界无烟日，为了解深圳市民的吸烟状况，深圳市团
校与市义工联联合对此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于昨
日公布，记者从中获悉，深圳吸烟者占总调查人数的28.4%，
低于前年第二次全国烟草消费抽样调查结果30.59%的吸烟率，
其中，初中及其以下学历吸烟者最多。

据了解，此次调查主要是在南国影院、荔枝公园、华强北商
业街、大剧院、莲花山公园、佳禾影院、东门步行街、青少
年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抽样进行，涉及各个年龄段。其中，
男性688人，占总数73.7%;女性244人，占总数26.1%。

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在吸烟者年龄分布上，男性仍是烟民的
主要构成者，占总数95.5%，女性只占总数的4.5%。而在吸烟
者与学历学的数据关联分析中则发现，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学
历这个群体中，吸烟者比例最大，达43.6%;高中学历群体中
的吸烟者比例达29.3%;大专学历群体中吸烟者占23.9%;本科
学历吸烟者比例占25.4%;研究生学历吸烟者比例占32.4%。

但在戒烟的调查中，数据显示，“想戒烟”的吸烟者占吸烟
者总数的62.1%;另外近四成的吸烟者则表示“不想戒烟”。

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礼貌行为吗?面对这一提问，82.1%的人
认为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礼貌行为，17.9%则对此不认同。而在
“吸烟是否会影响环境”的调查中，总体人数中的93.3%认为
吸烟影响环境，另6.7%的人则认为吸烟对环境无影响。仅调
查吸烟者，则83.2%的人认为吸烟影响环境，即吸烟者中认为
吸烟影响环境者的比例要低于全部人群中认为吸烟影响环境



者的比例。

校园世界无烟日活动报道稿篇五

今年5月31日是第29个世界无烟日。当天上午，湖南省衡阳县
卫生计生局、县疾控中心在县城中心夏明翰广场联合开展
以“拒绝烟草危害”为主题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设立咨询
台、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吸烟与被动吸
烟的危害，提高人们对烟草的认识，增强人们控烟戒烟意识，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此次活动吸引了1000余名群众参与，发
放宣传资料及各类宣传品3000余份，接受群众戒烟咨询达180
余次。

5月31日是第29个世界无烟日，为促进学校控烟工作，珠海市
卫生计生局联合市教育局举行了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的“珠
海市学校控烟海报设计大赛”活动，并于5月30日举行了颁奖
仪式，百余学生在现场接受了控烟教育。

据介绍，为提高学生们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识，将“拒绝烟
草·健康生活”的理念带入学校和家庭，今年3月15日-20xx
年5月20日珠海开展了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的“珠海市学校控
烟海报设计大赛”活动，共有三百余名学生递交了参赛作品。
经专业人员初审、行业专家评审以及微信公众投票评选，评
出一、二、三等奖(大学组、中小学组各设立一等奖3名，二
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共38名;优秀组织奖2名、优秀参与奖1
名，优秀组织奖由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和吉林大学珠海
学院获得，优秀参与奖由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获得。

在5月30日的颁奖仪式，还同时举行了珠海市第29个世界无烟
日现场宣传活动，相关领导现场宣读了“学校控烟倡议书”，



号召全市在校学生、教职员工维护校园无烟环境，不吸烟的
同时也勇敢地拒绝吸二手烟。控烟专家还为同学们上了一
堂“烟草与二手烟危害”为主题的健康教育课。

据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
为27.7%，吸烟人数达3.16亿。二手烟暴露人数达7.4亿。青
少年烟草调查显示:我国19.9%的学生尝试使用过烟草制品，
其中13岁及之前尝试吸烟的比例为82.3%，近1/3的现在吸烟
学生有烟草依赖。

为切实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进一步提
高全社会对烟草危害的正确认识，黄龙县卫生监督所于20xx
年5月31日全国第xx个“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全面开展了
控烟宣传活动。

我所组织干部职工在城区繁华地段设立了宣传点和咨询点，
向居民发放有关吸烟危害的宣传手册、宣传资料500余份，并
向居民详细讲解了《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控制吸
烟的相关规定，提醒大家遵守文明规定，不要在公共场所吸
烟，要到指定吸烟处吸烟。同时，我所还向大家讲解了吸烟
对个人身体的危害，及给家人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号召大
家少吸烟，甚至戒烟。

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群众更进一步了解到吸烟的危害，提
高了居民对吸烟及被动吸烟危害性的认识，自觉主动的拒绝
香烟，远离烟草烟雾，营造一个健康科学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