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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作为全国第一部专门为“治超”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6月1日
起正式施行。昨日，省交通运输厅就条例中
的重要条款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回答记者的
提问。

吴敏 记者 祝亮

举报治超可获得奖励

记者：条例对举报超限超载行为予以奖

励，具体如何规定？

省交通运输厅：为调动全社会力量治超，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和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交通运

输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公布举报电

话、电子信箱等。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按照职

责，及时调查处理，向举报人反馈，并为其保

密；对查证属实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收费公路都将加装检测装置

记者：条例对加强收费公路治超包括高

速公路有什么“硬招”？

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治超一直是我

省治超工作的薄弱环节，条例将有力地提升

高速公路治超工作力度。一是规定新建收费

公路的经营者应当在收费公路入口处安装超

限超载检测装置。二是规定已建收费公路的

经营者应当对收费公路入口进行改造，加装

超限超载检测装置。经检测超限超载的货运

车辆，未能提供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收费

公路经营者应当拒绝其通行，并及时报告公

路管理机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派出执

法人员赶赴现场，依法处置。

驾驶员不得拒绝称重检测

记者：在以往工作中，驾驶人拒绝称重检

测或车货总重超过称重设备限值的情况经常

发生，条例是否就处理这种情况做出了规定？

省交通运输厅：条例规定经流动检查检

测显示超限超载的，货运车辆驾驶人不得拒

绝称重检测。车货总重超过称重设备标定限

值等无法用称重设备检测的，可以采用量方

测算的方法检测认定。对流动检查显示超限

超载但拒绝称重检测的，各地交通运输部门

要一律予以三万元罚款。在超限超载现象严

重区域，公安部门要向驻点派驻人民警察，打

击冲卡、闯卡、暴力抗法等行为。

擅自改装货车将被吊销执照

记者：条例对生产、销售拼装或改装货运

车辆的行为如何处罚？

省交通运输厅：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拼装

的货运车辆或者生产、销售擅自改装的货运

车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货运车辆成品及配件，

可以并处违法产品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有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

销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予以查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驾驶员超载将被吊销从业资格证

记者：条例对严重超限超载车辆制定了

严厉的处罚措施，具体如何处罚？

省交通运输厅：条例规定对未经批准驾

驶车货总重超过七十五吨或者车货总重超过

规定标准百分之百的货运车辆的，由公路管

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进行处罚：对货运车辆

驾驶人处两千元罚款，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记

六分，吊销其从业资格证；对货运经营者处三

万元罚款，吊销车辆营运证。

吊销证照累计三次，终身不得从事货运

记者：条例出台前，因一年内多次违法超

限运输被吊销相关证件的车辆、驾驶人、企业

仍然可以再直接申请相关证件。条例对此做

出了如何规范？

省交通运输厅：条例规定因超限运输被

吊销车辆营运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

格证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关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驾驶人和货运经营者重新申领的，

有关部门在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一年内不予

办理。

被吊销车辆营运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累计三次

的，货运车辆驾驶人、货运经营者终身不得从

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星报讯（吴敏 记者 祝

亮） “流动检查显示超限

超载但拒绝称重检测的，

一律予以三万元罚款。”6

月 1日至 12日，全省将开

展2014年联合治超2号行

动，交通、公安等多部门配

合全方位开展执法行动，

重点打击车货总重超过七

十五吨或者车货总重超过

规定标准百分之百的货运

车辆以及非法逃逸、闯卡

车辆。

6月1日，《安徽省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施行。以此为契机，我省将

进一步建立健全部门联合

治超机制，坚持路面治理与

源头管理相结合，强化监管

重要货源、货运单位和源头

监管点，继续严格监控超限

超载严重路段、时段，继续

完善治超非现场执法制

度。“此次联合治超行动将

结合《条例》新内容，打出气

势、打出威慑，掀起全省治

超新高潮。”

根据安排，各地交通运

输、公安部门要以固定治超

站、公路稽查站为依托，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流动巡查，

增派路政、运管、交警、治安

等执法人员，严查严重超限

超载货运车辆，严打绕站避

行、短途驳载等行为。

全省联合治超6·1启动
《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同日施行

驾驶员超载将被吊销从业资格证
省交通运输厅解读治理超限超载条例

公共场所禁烟
“雷声大雨点小”

2011年5月1日，合肥市正式施

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

场所全面禁烟”轰轰烈烈拉开大幕

——看不见天的地方就不能吸烟。3

年多过去了，除了医院和大型商超，

其余公共场所禁烟收效甚微。

长江路上的一家网吧，两个20岁

左右的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吞云吐雾，

旁边墙上就贴着“请勿吸烟”标识，但

没有人上前制止他们的抽烟行为。

宿州路上的一家购物商城里，中

午时分仍人流如织，一店主正坐在店

门口跷着二郎腿吸烟。

金寨路上一家餐馆老板说，如果真

的不准在饭店吸烟，对生意肯定有影响。

作为“最后一片净土”，医院禁烟

也“晚节不保”。2013年，合肥市卫生

局爱卫办和合肥市疾控中心曾开展

两次控烟工作暗访，发现合肥市仍有

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内存在有非工作

人员吸烟且无人劝阻，少数工作人员

穿工作服在吸烟区吸烟或者在其他

场所吸烟现象；医疗卫生机构室内有

不同数量的烟头等。

一年接诊百余例
戒烟门诊普遍遇冷

安徽省中医院的戒烟门诊开诊

六年多，但前来咨询、治疗的戒烟者

寥寥无几，有时会是他们的妻子、儿

女来咨询。“平均一年也就百余例。”

安徽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

念志说。

和安徽省中医院一样，省城各大

医院的戒烟门诊多挂靠在呼吸内

科。除了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

门诊外，更多吸烟者觉得“戒烟还来

医院花钱，不值”。

张念志说，大多数前来戒烟门诊

就诊的戒烟者都是因为患上老慢支、

肺气肿，甚至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才

想到戒烟。而其中很多人一旦症状

缓解了，就又开始吸烟，前功尽弃。

合肥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根据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结果，许多

烟民对吸烟的危害持怀疑态度，2/3

的人对二手烟危害不甚了解，即便看

到健康警示，仍有63.6%的人并不考

虑戒烟。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和习惯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

吸烟多年就不能戒烟？
这是误区

老王有40多年吸烟史，最近添了

孙子，准备戒烟，但又有些犹豫。“隔

壁单元的老吴，抽了几十年烟，就是

因为突然戒烟，没多久就查出得了肺

癌。”老王害怕自己也会“中招”。

吸烟多年就不能戒烟？“当然是

错误的，戒烟之后患上肿瘤的是个

例，绝不会是戒烟引起的。”张念志

说，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

的10倍，患高血压的几率也有6倍。

戒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对

身体有利无害。

家人吸烟对于婴幼儿的伤害也

是致命的，最直接的就是引发婴幼儿

呼吸系统问题，如咳嗽、肺炎、气管炎

等疾病，增加儿童患哮喘几率，使儿

童体质下降。

张念志透露，烟民戒烟后第一年的

复吸率高达80%。他建议烟民挑选一

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开始戒烟，比如结

婚纪念日，或是生日等，这样可以给自

己有益的心理暗示，帮助坚持到下一

年。“戒烟期间身体出现不适，最好到戒

烟门诊寻求医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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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烟日”，你是否还烟在手？
省城公共场所吸烟现象仍存，“戒烟门诊”普遍遇冷

我省100个初中生中
至少有13人尝试吸烟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安徽

省卫生计生委昨日公布安徽省青少

年烟草调查结果。我省在64所学校

开展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项目，6524

名接受调查的初中学生中，有13.7%

的学生尝试吸卷烟，我省初中学生现

在吸卷烟率2.9%。据悉，这是我省首

次开展的具有安徽省代表性的青少

年烟草调查。

2013年 10～12月，我省参与了

针对13～15岁初中在校学生开展的

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项目。本次调

查从全省选取6个城市点和6个农村

点，在64所学校调查了6524名初一

至初三的在校学生。调查采用全球

青少年烟草调查标准问卷，调查主要

内容包括青少年烟草使用、烟草依赖

及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的获

取与价格、控烟宣传与烟草广告促

销、对烟草的认知与态度等方面。

调查显示，我省初中学生现在吸

卷烟率2.9%，其中男生和女生现在吸

卷烟率分别为5.0%和0.4%；13.7%初

中学生尝试吸卷烟，其中男生和女生

的尝试吸卷烟率分别为 20.6%和

5.7%。相当一部分吸烟学生表示比

较容易能购买到香烟。

79.8%的学生认为别人吸烟产生

的烟雾有害；66.3%的学生赞成禁止室

内公共场所吸烟。调查发现，过去12

个月内，每10个现在吸烟的初中学生

中有7个尝试过戒烟；每10个现在吸

烟者中有6个希望马上戒烟。

禁烟口号年年喊，烟民照旧抽得欢。今天是第27个“世界无烟日”。虽然越来越多人呼吁拒绝“二手烟”，但省城各大医院戒烟
门诊始终门可罗雀。在网吧、饭店、酒吧等处，“禁烟令”无异于一纸空文。

黄硕明 李多富 陈小飞 记者 李皖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