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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蔬菜品种

大白菜
大葱
甘蓝
豆荚

胡萝卜
青蒜苗
莴笋

鸡腿葱

10月14日
1
1

0.3
6

0.78
1.2

未出售
1.3

10月15日
0.57

1
0.3
6

0.78
1.2

未出售
1.3

10月16日
0.57
0.97
0.3
6

0.78
1.2

未出售
1.3

10月17日
0.8

0.97
0.28

未出售
0.78
1.2
0.3
1.3

10月18日
0.8
1.2

0.28
未出售

0.78
1.2
0.3
1.2

10月19日
1

1.2
0.28

未出售
0.78
1.2
0.3
1.2

10月20日
1

1.2
0.28

未出售
0.78
1.2
0.3
1.2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李恒 董瑞
丰）近年来，一种名为“烟卡”的玩具悄然兴起，迅
速在校园内外风靡流行。什么是“烟卡”？为何
备受青少年青睐？如何引导青少年远离“烟卡”，
进而远离烟草？围绕相关话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研。

看似简单的“烟卡”游戏 或诱导未成年
人模仿吸烟

“把香烟包装盒盖撕下来，简单折叠，‘烟卡’
就制成了。”北京西城区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
小阳告诉记者，玩游戏时，谁的掌风使“烟卡”翻
面，谁就可以拿走对应的烟卡。也可以将“烟卡”
叠在一起，通过拍打或用嘴吹等方式进行游戏。

“烟卡”由卷烟盒顶盖或印刷的厚纸张折叠而
成，“烟卡”游戏可以多人参与。看似简单的游戏背
后，隐藏着诸多不容忽视的危害。

“接触认识众多卷烟品牌后，未成年人未来
吸烟的可能性更高。”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以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烟草广告
促销的定义来看，“烟卡”具有烟草广告的许多元
素。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益认为，小学生正处
于好奇心旺盛的年龄阶段，可能会认为吸烟很

“酷”，并不会认知吸烟有害健康，从而有可能尝
试模仿吸烟。而“烟卡”恰好提供了一种接触烟
草的途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
责人梁立荣表示，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
烟对其骨骼发育、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及生殖系统
均有一定程度影响。

“随大流”跟着玩“烟卡”攀比满足虚荣

“烟卡”的玩法并无特别之处，青少年为何如
此痴迷？

部分小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身边有同学

玩“烟卡”，自己也“随大
流”跟着玩，否则可能会被
视为不入流、不时髦。一
些家长为防止孩子沉迷电
子游戏，并不反对孩子玩

“烟卡”。
“‘烟卡’不仅具有社

交属性，还具有流通属性，
有‘真假贵贱’之分。”中国
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
书长、北京市义派律师事
务所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
任李恩泽表示，为了区别
真假“烟卡”，有“经验”的

小学生会看“烟卡”上面有没有胶水，并仔细闻味
道，有明显烟味的才是真“烟卡”。

此外，不同品牌和类型的“烟卡”根据卷烟价
格分为不同等级，拥有“烟卡”多且“价格”高的参
与者可以优先进行游戏。

不少专家表示，拥有独特或稀有“烟卡”会满
足孩子的虚荣心，“烟卡”游戏已经脱离了原本单
纯的卡牌类游戏，衍生出等级、收集、交易等经济
属性，导致不少青少年沉迷其中、炫耀攀比，对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家校社协同形成合力 帮助青少年远离
“烟卡”诱惑

青少年控烟离不开全社会对烟草危害的共
识。要帮助青少年远离“烟卡”诱惑，需要从个人
意识、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全
面干预，形成合力。

专家建议，青少年及其家长要主动了解“烟
卡”危害，培养健康、多元兴趣爱好，以转移青少
年对“烟卡”的关注，增强个人自控力，拒绝收集
和使用“烟卡”。

“如果儿童的照护者吸烟，儿童尝试吸烟的
可能性会增加。”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
所教授马迎华说，家长应以身作则，不在孩子面
前吸烟，更不要将“烟卡”或废弃烟盒随意放置家
中。

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
主任肖丹建议，学校定期开展与吸烟危害相关的
科普教育，相关部门加强对“烟卡”市场监管，防
止“烟卡”产品向未成年人扩散。此外，社会各界
加强对青少年远离“烟卡”的宣传，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

专家表示，社会各界要持续关注青少年控烟
问题，从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禁止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严格监管互联网平台隐性烟草营销，
到建设无烟学校、无烟家庭等多方面发力，为青
少年营造远离烟草的综合环境。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近日，家住贵州省
黔西南州的龙某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有一张彩色
打印并盖有两个“部委公章”的宣传单，以及一包
没有任何生产信息的零食。宣传单声称，“根据
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要求，现下达当地各省2024
年乡村振兴专项脱贫攻坚扶贫救助金（下发到个
人）”；宣传单还称，收到通知的相关人员可通过
微信扫码申请领取279万元“救助金”，其间需要
根据相关指示进行操作，若不配合，将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严重者后续无法享受任何国家
福利政策。

无独有偶，10月14日，家住贵州省毕节市织
金县的卢女士也收到了同样的快递。宣传单看
上去十分“正规”，为了辨别真假，卢女士到当地
派出所寻求帮助。值班民警仔细查看宣传单及
快递包装后指出，这是诈骗分子冒用国家机关名
义实施的诈骗行为，收件人扫描二维码进行操作
后，随之可能上当受骗。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7月以来，浙
江温州反诈中心陆续收到多起以“领取巨额扶贫
金”为名义的诈骗案件报案。其中，温州市民王
素敏（化名）对盖有“国家公章”的文件深信不疑，
被骗了 12 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江
苏、青海、辽宁、广西、宁夏、湖南等地也发生了此
类诈骗案件。

近年来，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诈宣传

力度不断加大，成果显著。今年5月27日，公安
部通报称，我国5年来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案件194.5万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尽管如此，电信网络诈骗依然多
发、频发，防诈、反诈形势依然严峻。

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文件”旗号、通过投放快
递来实施诈骗，暴露出当前防诈反诈中的一些薄
弱环节，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比如，不法分子是
通过何种渠道获取了收件人的详细信息？又如，
这些“诈骗快递”为何能顺利通过正规快递公司
寄出？

对此，快递行业必须严格依法经营，加强对
加盟商、快递员的培训，提高企业防诈、反诈意识
和能力，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诈骗“帮凶”。

不法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非法获取他人
信息也是关键一步。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大公民
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严肃惩处非法泄露和使用公
民个人信息的企业和个人，斩断收集、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此外，还要采取更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防诈反诈进一步入脑
入心，尽力做到反诈宣传无死角。

公民个人也要提高反诈意识和素养。当天
上掉下“馅饼”时，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这会不会
是不法分子提前挖好的陷阱。电信网络诈骗的
手段和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套路和手法都基本
一致，时刻绷紧防诈反诈这根弦，其实不难识别。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记
者张丽娜 王靖 安路蒙）“水泥封鼻”、眼
睛红肿、耳内瘙痒、无法入睡……秋季，
又到了过敏性鼻炎患者难熬的季节。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过敏性
鼻炎患者数量快速增长且低龄化趋势明
显，北方部分地区发病率上升。过敏性
鼻炎患者为何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应
对？

发病人数大幅增加发病人数大幅增加

9月以来，大量过敏性鼻炎患者涌入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医
院变态（过敏）反应中心门诊多天接诊量
超百人，绝大多数是来治疗过敏性鼻炎
的。患者孙志敏一大早就赶到医院，但
前面已经排了 20 多人等待叫号。医院
长廊里，不时听到打喷嚏声和擤鼻涕声。

“这个病最烦人的是，它不会剥夺你
的行动能力，但会让你非常难受。一开
始是鼻子、眼睛、耳朵出现状况，时间长
了还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干什么事都
不痛快。”鼻炎患者王璐说。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院长张俊晶
说，十年前，当地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并不
多。这几年一到八九月份，患者扎堆来
就诊。“去年高发季，相关科室日均接诊
量超过300人。”他用“暴增”形容近年来
当地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情况：“2019年流
调显示全市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为 19%；
到 2023 年再做流调时，发病率已升至
34.1%。”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研
究显示，全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为32%，
远高于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
17.6%。陕西、宁夏、北京等地也是过敏
性鼻炎高发区。辽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原
阳向记者介绍，目前辽阳市过敏性鼻炎
发病率超30%。根据陕西省榆林市过敏
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2020年版），榆林
城区过敏性鼻炎患者比例达27.3%。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带领团队长
期进行过敏性鼻炎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近年来逐年递增，
2021年已达2.4亿人。

除了发病人数大幅增加，过敏性鼻
炎也呈现低龄化趋势，持续向儿童蔓
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
敏反应科主任向莉介绍，医院曾在 1 个
月至2个月的新生儿中诊断出过敏性鼻
炎患者。

为何患者越来越多为何患者越来越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变态（过敏）反应中心主任王学艳解释
称，过敏性鼻炎是由特定个体暴露于某
些过敏原时引发的一系列免疫反应。业
内专家认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增长与
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近些年，北方各地植被覆盖率显著
提升，植被种类更加丰富，除了蒿属类植
物，蒺藜、葎草、沙葱、圆柏等植物也成为
过敏性鼻炎的诱因。

北方地区长期大面积种植蒿属类植
物，一些地区种植占比超过 60%。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白永飞介绍，
蒿属类植物花粉是北方地区秋季的主要
过敏原，通过风媒引发致敏症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秋季接收的
患者中，超过 80%为蒿属类植物花粉过
敏。内蒙古多家医院的检测数据表明，
绝大多数过敏性鼻炎患者因蒿属类植物
花粉而受到困扰。

此外，受气候变化影响，过敏原植物
的花粉期提前并延长。市区内植被越来
越多，城市里的花粉浓度增大，“花粉围
城”问题凸显。

有专家认为，一些城市树多草少，部
分土地裸露、硬化，不利于花粉附着、滞
留，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居民过敏性鼻
炎发病率上升。

同时，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变化
等也会增加过敏性疾病的得病概率。呼
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中心
副主任李艳飞说，现在人们长期在室内
活动，免疫系统没有得到足够锻炼，空
调、暖气等使用增加，过多摄入高糖、高
盐、高脂肪食物等，都可能诱发过敏性鼻
炎。

多位医生认为，近年来有关过敏性
鼻炎的科普宣传持续加力，更多人开始
主动来医院检查诊疗，过敏性鼻炎的发
现率、确诊率也相应提高。

多管齐下多管齐下，，防治结合防治结合

业内专家认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
持续上升，仍需进一步提升公众对该疾
病及其危害性的认知。比如，过敏性鼻
炎可能发展为支气管哮喘、变应性结膜
炎、慢性鼻窦炎等疾病。

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王宁宇说：“40%至60%的过敏
性鼻炎患者会发展为过敏性哮喘，严重
的哮喘会危及生命安全。”

目前，我国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方式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免疫治
疗等。其中，免疫治疗通过逐渐增加患
者对过敏原的耐受性来减少或消除过敏
反应，是临床上推荐使用的方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主任医师邢志敏表示，免疫治疗效果
较为显著，但存在药品单一、疗期长、费
用贵等问题。比如免疫治疗药物黄花蒿
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需要患者舌下含
服，坚持治疗 2 年至 3 年，每年费用在 1
万元左右，暂未纳入医保。

王学艳说，医疗供给与庞大的过敏
人群并不适配。“国内大部分公立医院
没有设立专门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变态
（过敏）反应科，专业医师不足 400 人。”
她建议加大免疫治疗药物研发、完善医
保报销政策，同时推进变态（过敏）反应
学科建设、壮大专业医疗诊室和医师力
量。

过敏性鼻炎“防”与“治”同样重要。
记者了解到，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全
国性气传致敏花粉监测网，常年监测并
向社会提供花粉日报。我国花粉监测工
作近几年在一些过敏性鼻炎高发城市铺
开，监测点数量有限，布设专业化程度有
待提高，多部门监测存在结果不一致等
情况。

白永飞表示，应强化部门联动，进一
步提升对致敏花粉监测与预警的精准
度，加强对“天空地”一体化花粉监测与
预报的科研攻关，将天上的卫星遥感技
术、空中的无人机使用、地面的植被调研
结合。

考虑到播种蒿属类植物与过敏性鼻
炎高发的相关性，多位专家建议，优化调
整种植物种，选择替代性植物。对于已
形成种植面积的过敏原植物，利用 2 年
至3年时间进行集中清理。

专家提醒，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应
尽早就医，科学治疗。“平时可以加强锻
炼，提高机体免疫力。”邢志敏说。

让每个孩子远离让每个孩子远离““烟卡烟卡””杜绝烟草杜绝烟草

谨防打着“国家文件”旗号的快递诈骗

为何过敏性鼻炎患者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