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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垃圾桶、上网偷买……

□ 记者 蒋雯

面对“烟卡”的流行，
家长们纷纷表示担忧。“趴
在地上太脏了，不卫生，有
时候孩子玩得手都紫了。”一
位家长表示，玩“烟卡”就
要了解香烟品牌，这些信息
对孩子非常不利。另一位家
长表示，会影响孩子的身心
健康和学业进步，还会形成
不良攀比之风。

我区各学校严令禁止学生
玩“烟卡”游戏，一旦发现学
生带“烟卡”进校，或发现学
生在校内进行“烟卡”游戏，
会立即制止并没收“烟卡”。
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发出告

知书，提醒家长掌握防止孩子
沉迷“烟卡”游戏的早期识别
和干预知识，承担放学后及假
期中对孩子的教育管理职责，
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兴趣爱
好，合理安排孩子的学习生
活，开展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
课外活动。

从法律层面来讲，经营者
向未成年人售卖“烟卡”属于
违法违规行为。江苏常硕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方媛媛表
示，“烟卡”需要“严卡”，
更需要家庭、学校、商家、政
府监管部门多方合力，保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

那么，这些“烟卡”从何而
来？记者调查得知，获得“烟
卡”的途径多样：有的是收集家
里或向邻居索要的烟盒制作而
成；有的是在垃圾桶里翻找废弃
烟盒自己制作；有的则是在学校
周边店铺和网上直接购买。
“我儿子最近天天喊我抽烟，

我不肯抽烟的话，便去撺掇爷爷
抽烟。”家住武进国家高新区香
溢澜桥社区的马先生告诉记者，

在小区与其他家长聊天时才得
知，自家儿子是为了得到“烟
卡”，才总是鼓动抽烟。

位于定安路的某烟酒店老
板陈先生透露，自己遇到过学
生来购买指定品牌香烟的事情。
“我看他是未成年人，当即就拒
绝了。”陈先生说，遭到拒绝
后，这名学生还追问能否把烟
盒送给他，“我当时就觉得很
奇怪，后来又有孩子来问，才

反应过来这是现在学生圈子里
流行的游戏。”

记者在线上平台搜索“烟
卡”，能找到很多购买链接。不
少商家挂出“您孩子再也不用
翻垃圾桶了”“正版稀有‘烟
卡’全套”的宣传语。在某二
手交易平台，甚至还有家长和
孩子一起“做生意”，挂上了
“儿子赢回来的‘烟卡’150 元
一套”的链接。

家住湖塘的吕女士反映，每
天下班回家都能看到小区里的孩
子趴在地上玩“烟卡”，一玩就
是 1小时多，时不时还会发出欢
呼声。记者了解到，“烟卡”由
废弃烟盒制作而成，孩子们把各
种烟盒盖撕下来折成长方形卡
片，双手合拢，以空掌心击拍地

面，谁能把对方的“烟卡”拍翻
面就算赢。不仅如此，还会根据
香烟的价格，将“烟卡”分为不
同等级，部分未成年人对香烟品
牌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成年人。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
对于“烟卡”，他们并不陌生。
“老师一直强调不能玩，但班上

男生常常私下聚在一起玩，相互
比较谁的‘烟卡’高端，玩法很
多样。”某校四年级学生告诉记
者，有时候围观的同学为增加刺
激，还会在双方之间“押注”。
甚至还有同学将自己收藏的“战
利品”用文件夹一个个裱起来，
方便和其他同学 PK。

近期，一种名为拍“烟卡”的游戏，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悄然流行。这是一种表面以虚拟
卡片交易为基础的游戏，孩子们通过卡片收集、交换和出售等操作来提升自己的等级和能
力。“烟卡”究竟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连日来，记者对此展开暗访。

废旧烟盒变身“烟卡”游戏风靡校园

获取途径多样 部分未成年人尝试购买香烟

疏堵结合整治“烟卡”必须“严卡”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献计区域高质量发展
———记区政协委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利萍

阴 记者 赵铠烨

近年来，随着我区机动车数
量迅猛增长，停车问题越来越成
为广大市民反映强烈的城市化进
程中的大问题。其中，中心城区
的停车问题尤为突出。
“通过分析，中心城区的停

车痛点主要有停车场缺乏长期系
统规划、停车泊位供需失衡、道
板区域存在乱停车现象等。”张
利萍所在的经济界别组，于
2024 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
加强城区道板停车管理专项整治
的建议，力求为我区营造良好的
市容市貌与停车环境。
聚焦房地产领域，张利萍还

与所在组别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了
关于加强房地产领域金融监管的
建议，旨在加强对全区房地产领
域金融风险定期排查，对可能存
在的金融隐患及时进行预警。
“政协委员”身份背后，是

一次次走访收集到的社情民意，
是一份份提案里呼之欲出的群众
心声，更是一点点履职工作中得
到的收获。张利萍表示，今后将
继续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做好
“服务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和
民主监督工作，汇总并梳理群众
“所盼”、企业“所求”、发展
“所往”。

眼下，我区正处于产业转
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为
巩固知识产权强区战略，汇聚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工作合
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
区以体系全覆盖、服务全要
素、全链条保护，打造了武进

知识产权保护的“金名片”。
2020至 2022年，我区连

续三年被江苏省政府列为“知
识产权工作督查激励单位”，是
全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县区。
2022年，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县。近年
来，我区的各项专利数、中国
专利奖获奖数、驰名商标数、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高企贯标
数等，均居常州市第一。
“结合本地实际，我们探

索了一批具有武进特色的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张利萍介绍，
为引导和帮助企业有效防控上
市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做
到知识产权管理合规，我区将
率先组织起草地方标准《拟上
市企业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管
理指引》；依托在常高校院所，
打造“启明星”人才培养计
划，构建新型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体系；开设“市监柠”IP会
客厅，定期举办知识产权交流
和研讨活动，实现全方位知识
产权协同保护。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如何下好盘活地方发展的“先手棋”？在区政协委员、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利萍看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因此首先要保护知识产权。

在分管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中，张利萍始终奔走在我区重点领域、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线，为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加码”。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她积极建言献策，化解百姓生活“痛点”，疏通城市发展“堵点”。

织密保护网 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武进样板

献策谋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靓丽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