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毒社工：我们需要不停地刷存在感
■ 本报记者 皮磊

“对一些青少年来说， 他们
吸食毒品并不是贪恋毒品带来
的快感，而是把吸毒当成了一种
交友手段，觉得通过吸毒能够结
交朋友，巩固友谊。 尤其在未成
年吸毒群体中，这种心态更为普
遍。 禁毒社工的工作之一，就是
通过渐进式的沟通，让他们逐渐
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理智的，
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 ”

叶梦竹是广州市启创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一名青少年禁毒社
工， 负责机构在海珠区的两个社
区站点， 禁毒是他们最大的一项
服务内容。和很多禁毒社工一样，
叶梦竹需要不断走访吸毒人员，
了解他们的近况，提供个案辅导、
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等服务。 在
她看来，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丰
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社区资源正
是禁毒社工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在推广
禁毒社工服务。 今年年初，国家
禁毒办、民政部等十二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
者队伍建设的意见》。 但就实际
情况来看， 禁毒社工仍是一个

“小而窄”的领域，外界对这一群
体并不太了解，其自身发展也面
临诸多困难。 2017 年 6 月 26 日
是第 30 个国际禁毒日，《公益时
报》记者带你从多角度了解禁毒
社工。

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

广州市海珠区共有 18 个街
道，每个街道都有一个专职的禁
毒小组，由海珠区禁毒办统一管
理。 他们负责该区域内所有涉毒
人员的管理， 包括定期尿检、登
记等。 叶梦竹和她负责站点的 8

名社工关注的主要是 6-25 岁的
青少年群体，属于海珠区团委购
买服务的内容。

由于涉毒青少年尤其是未
成年人的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
启创社工跟禁毒办签署了合作
协议。 禁毒办每个月会通过邮件
的形式告知禁毒社工当月涉毒
青少年的名单。 拿到自己负责区
域内涉毒青少年的名单后，禁毒
社工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联系该
区域内的禁毒专职人员，核对涉
毒青少年的住址、电话等具体信
息， 了解他们吸食的毒品类型、
被抓的时间、目前的状况（拘留、
社区戒毒还是其他形式的管
制）。

“之后， 我们会和禁毒专职
人员进一步沟通。 如果专职人员
已经接触过这些吸毒涉毒的青
少年， 我们就会和他们约个时
间，一起去做家访，这样做的好
处是我们的身份不容易被怀疑。

如果专职人员没有接触过这些
青少年，我们就要自己联系。 ”叶
梦竹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
叶梦竹谈道，虽然青少年对

于禁毒社工并不太抗拒，但很多
时候都需要向对方解释自己的
身份和目的，因为很多人并不太
了解社工。 通过电话沟通，禁毒
社工一方面要让对方了解自己
的工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了解
他们的现状及需求，希望通过初
步沟通让他们答应和社工见面。

“花时间比较多的工作就是走
访、家访，这也是需要持续去做
的，不能断。 我们要经常刷存在
感，不然大家很快就会忘记禁毒
社工的存在。 ”

在此基础上，禁毒社工还将
提供治疗性、预防性和成长性服
务， 帮助吸毒人员尽快融入社
会。 如，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和方
法，针对吸毒人员做一些预防复

吸的训练和辅导；通过一对一面
谈、画图、设计量表、布置作业等
多种形式，让吸毒青少年了解毒
品的危害，改变他们对毒品的错
误认知；组织一些活动、兴趣小
组， 比如教吸毒人员做咖啡、调
酒等，培养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兴
趣爱好，充实他们的生活，转移
他们对毒品的注意力。

“对于那些还在吸毒或者偶
尔吸毒的青少年，我们首先会稳
定他们的情绪，做一些缓解伤害
工作，因为让他们一下子戒掉毒
品并不现实。 比如他现在是一天
吸一次，我们会告诉他，如果你
想改变的话能不能三天吸一次，
慢慢让他适应。 我们还会制定一
些计划，让他去完成，肯定他的
努力，欣赏他的长处，让他对自
己有信心， 一步步往好的方向
走。 ”叶梦竹谈道。

在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冯山看
来，禁毒社工还有一个重要的使
命就是进行社会倡导并推动相
关政策的改善。“比如之前没有
推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时，戒毒
人员不管康复多少年，只要一亮
身份证就会自动报警， 被抓进
去。 现在规定戒毒满三年的可以
动态管控，取消自动报警。 再比
如，我们前几年成功推动了戒毒
人员申领驾驶证的问题。 ”

其实，每位吸毒人员的背后
都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同样来自彩虹社工、有八年禁毒
服务经验的社工李晓兰向记者
分享了一个案例。“去年我接触
到一位因吸食冰毒被抓的个案，
案主因为朋友教唆，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吸食了冰毒，后因朋友告
发被拘留。 从拘留所出来后，他

按照拘留所要求找到辖区社工
建档。 刚出来不到一个星期，派
出所民警带领 20 多名协警到他
工作的工厂，当着员工与老板的
面抓他，让他去尿检，说他涉嫌
吸毒。 当时他脑子一片空白，也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等一切结束
后，他回到家才缓过神来。 他给
社工打电话，声音很低沉，有点
抽泣，也很无助，不知道自己明
天还能不能去上班，也不知道以
后该怎么办。 这件事让他感到很
委屈，不理解警察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说当时自己都没了活下去
的勇气。 ”

在接到服务对象的电话后，
社工紧急介入，及时协调当地政
府、禁毒办、社区及工厂等方面，
及时向工厂澄清服务对象的状
况， 同时了解派出所抓人的原
因，并将此种不合理抓人尿检的
方式以汇报材料的形式发送给
街道及相关部门。 李晓兰谈道，
当时社工分成两组，一组负责跟
进吸毒人员情况，一组负责与政
府部门对接。 经过一个多月的危
机介入，服务对象的情况有所好
转，逐渐从这件事情的阴影中走
出来，并且换了一份工作，脱离
了原来的朋友圈。

禁毒社工面临多重阻碍

今年 3 月 27 日， 国家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16 年中
国毒品形势报告》。 报告显示，截
至 2016 年底， 全国现有吸毒人
员 250.5 万名，同比增长 6.8%。此
外，当前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中，35 岁以下青少年有 146.5 万
人，比 2014 年提高了 5.4%。

（下转 09 版）“反毒大篷车”青少年移动禁毒教育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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