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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件

渝北爱卫〔2023〕8 号

重庆市渝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关于印发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工作计划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级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国有公司，区疾控

中心，执法支队：

现将《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渝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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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推动全区控烟履约工作，提高全区人民健康水平和

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工

作计划。

一、主要任务

持续贯彻实施《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

《控烟条例》），加强控烟监督管理；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借助青

少年重点人群，传播无烟理念，结合世界无烟日、爱国卫生月等

卫生健康主题日，组织开展控烟宣传主题活动；巩固无烟党政机

关、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建设成果，总结优秀典型案例

并进行推广；倡导开展无烟家庭建设，大力宣传无烟家庭理念，

探索无烟家庭建设模式经验，开展无烟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加强

戒烟门诊建设，提升戒烟服务可及性；完成烟草流行监测任务。

二、工作目标

（一）贯彻实施《控烟条例》。建立并发挥区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对控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开展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执法。

（二）引导公众践行无烟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控烟科普

教育工作，宣传烟草危害、科学戒烟等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健康

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三）营造无烟健康环境。巩固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医疗卫

生机构、无烟学校建设成果，继续开展无烟家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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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戒烟服务可及性。完善戒烟干预服务体系，提高

戒烟干预技能，推广科学戒烟服务。巩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戒

烟门诊建设成果。

三、重点工作

（一）推进《控烟条例》实施。发挥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研究、审议推进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

政策措施，指导、督促落实控烟法规和相关政策，协调解决控烟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成员单位的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加大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执法力度，组织开展控烟执法行动。发挥

媒体监督作用，曝光一批违法案例，宣传一批先进典型，营造公

众参与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社会氛围。适时开展《控烟条例》实

施情况分析评估，为制定控烟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市级

工作安排，开展控烟执法培训，加强各级控烟执法人员的能力建

设。

（二）推进无烟环境建设。通过组织检查、暗访评估、经验

交流、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巩固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医疗卫生

机构、无烟学校建设成果。大力宣传无烟家庭理念，通过各种方

式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无烟家庭建设。积极推动无烟企业建设，开

展“无烟社区”建设试点。

（三）推进控烟宣传倡导。加大控烟宣传引导力度，借助青

少年重点人群，传播无烟理念，开发制作控烟宣传材料并进行推

广传播，引导青少年及更多公众远离烟草危害，倡导无烟环境建

设。开展青少年控烟绘画征集活动，广泛动员青少年参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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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控烟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持续推广“中国戒烟平台”微信

小程序，扩大其影响力度，提升吸烟者戒烟意愿，鼓励吸烟者戒

烟。结合世界无烟日、爱国卫生月等卫生健康主题日，组织开展

控烟宣传主题活动，利用宣传栏、海报、宣传手册以及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手机短信、网络、新媒体、公交轨道等各种宣传

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开展控烟宣传。适时开展控烟知识

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等活动。

（四）推进戒烟门诊建设。按照统筹推进、分级实施的原则，

完善戒烟门诊建设标准，强化辖区内戒烟门诊管理与培训，巩固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建设成果，确保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戒烟门诊全覆盖。适时对戒烟门诊开展评估，巩固戒烟门诊建设。

鼓励探索戒烟服务与基层服务制度相结合，开展社区戒烟干预综

合工作样板建设。建立社区戒烟干预综合工作模式，提升社区内

吸烟居民戒烟意愿，利用社区资源向公众提供戒烟帮助。

（五）开展烟草流行监测。以青少年为对象，开展新一轮烟

草流行调查，持续获取青少年烟草流行相关数据，动态对比、分

析近年来青少年烟草流行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客观评价控烟工

作效果。按照市级工作安排，做好人员培训和协调工作，按要求

做好现场调查、质量控制和资料上报，保质保量完成监测任务。

附件：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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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渝北区 2023 年控烟行动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工作任务
序

号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完成时

限

一、推进《控烟条例》实施。发挥区公

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

用，研究、审议推进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工作的政策措施，指导、督促落实控烟

法规和相关政策，协调解决控烟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加强成员单位的信息沟通

和相互协作。加大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

督执法力度，组织开展控烟执法行动。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曝光一批违法案例，

宣传一批先进典型，营造公众参与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的社会氛围。适时开展《控

烟条例》实施情况分析评估，为制定控

烟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开展控烟执

法培训，加强各级控烟执法人员的能力

建设。

1

推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落地实施，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

区卫生健康

委，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

2

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和没有明确

监督管理部门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监督执法

区卫生健康

委

长期实

施

3
适时开展公共场所控烟执法联

合行动

区卫生健康

委、相关执

法部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4
开展控烟执法培训，加强控烟执

法人员的能力建设

区卫生健康

委、相关执

法部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二、推进无烟环境建设。通过组织检查、

暗访评估、经验交流、建立长效机制等

措施，巩固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医疗卫

生机构、无烟学校建设成果。大力宣传

无烟家庭理念，通过各种方式员群众积

极参与无烟家庭建设。积极推动无烟企

业建设，开展“无烟社区”建设试点。

5

巩固无烟党政机关建设，通过明

察暗访等方式开展建设评估，总

结优秀典型案例并进行推广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

6

加强对无烟学校建设的指导，加

强与教委联合，巩固无烟学校建

设，开展中小学校明察暗访，明

察暗访学校不少于 5 家，至少

包含一所高校。

区卫生健康

委、区教委、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7

通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巩固无烟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成果。加强区

内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明察暗访，

督促指导工作开展。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8
开展无烟家庭建设和“无烟社

区”建设试点。

区卫生健康

委、区妇联、

区计生协，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



— 6—

三、推进控烟宣传倡导。加大控烟宣传

引导力度，借助青少年重点人群，传播

无烟理念，开发制作控烟宣传材料并进

行推广传播，引导青少年及更多公众远

离烟草危害，倡导无烟环境建设。开展

青少年控烟绘画征集活动，广泛动员青

少年参与，提升公众对控烟工作的关注

和支持。持续推广“中国戒烟平台”微

信小程序，扩大其影响力度，提升吸烟

者戒烟意愿，鼓励吸烟者戒烟。结合世

界无烟日、爱国卫生月等卫生健康主题

日，组织开展控烟宣传主题活动，利用

宣传栏、海报、宣传手册以及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手机短信、网络、新媒

体、公交轨道等各种宣传平台，线上线

下相结合，集中开展控烟宣传。适时开

展控烟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家庭等活动

9 开发一批控烟宣传材料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

10

结合世界无烟日、爱国卫生月等

卫生健康主题日，组织开展控烟

宣传主题活动。开展青少年控烟

绘画征集活动，积极动员青少年

参与活动，提升公众对控烟工作

的关注和支持。持续推广“中国

戒烟平台”微信小程序，扩大其

影响力度，提升吸烟者戒烟意

愿，鼓励吸烟者戒烟。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后

11

运用多种宣传形式，围绕《控烟

条例》、烟草危害、科学戒烟等

开展常态化宣传，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至少 2 轮。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

12

加强与宣传平台合作，宣传品投

放平台不少于 3 种，宣传活动覆

盖整个辖区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

四、推进戒烟门诊建设。按照统筹推进、

分级实施的原则，完善戒烟门诊建设标

准，强化辖区内戒烟门诊管理与培训，

巩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建设

成果，确保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戒烟门诊

全覆盖。适时对戒烟门诊开展评估，巩

固戒烟门诊建设。鼓励探索戒烟服务与

基层服务制度相结合，开展社区戒烟干

预综合工作样板建设。建立社区戒烟干

预综合工作模式，提升社区内吸烟居民

戒烟意愿，利用社区资源向公众提供戒

烟帮助。

13
根据市级工作安排，开展全区戒

烟门诊培训会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

14

强化对医疗机构的指导和培训，

巩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戒烟门

诊建设成果，确保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戒烟门诊全覆盖。适时对

戒烟门诊开展评估，巩固戒烟门

诊建设。鼓励探索戒烟服务与基

层服务制度相结合，建立社区戒

烟干预综合工作模式，提升社区

内吸烟居民戒烟意愿，利用社区

资源向公众提供戒烟帮助

区卫生健康

委、区疾控

中心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

五、开展烟草流行监测。以青少年为对

象，开展新一轮烟草流行调查，持续获

取我市青少年烟草流行相关数据，动态

对比、分析近年来我市青少年烟草流行

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客观评价控烟工

作效果。市级组织开展抽样和专项培训，

15
根据市级工作安排，开展全市青

少年烟草流行监测培训。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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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现场督导复核，确保监测质量。各

监测点做好本辖区人员培训和协调工

作，按要求做好现场调查、质量控制和

资料上报，保质保量完成监测任务。

16 实施现场调查

区卫生健康

委、区教委、

区疾控中心

2023 年

10月 30

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