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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有一名男子拿着一大袋小吃在工作
站门外徘徊，他几次看向站内的会客室后，又悄悄地走
开。最后，他把那一大袋小吃寄门岗处便悄悄离开。
肖三耳说，那是戒毒成功的阿林（化名），在社工的帮助
和鼓励下，他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错，经常送小吃
到工作站给大家尝尝。不善言辞的阿林，总是用这样
的方式，默默地表达对工作站社工的感谢。“他看到会
客室里有生面孔，就不敢进来了，每个有吸毒史的人都
怕被人知道，社会上不少人还是会戴着‘有色眼镜’看
待这些有吸毒史的人。”肖三耳说。

这样的“有色眼镜”，成了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走上
工作岗位最大的拦路石。“很多用人单位，一听说有吸
毒史，都不会录用，如果我们了解到哪个戒毒人员有意
向的工作岗位，因为有吸毒史遭拒，我们都会想办法去
跟用人单位沟通，毕竟他们改过自新了，也希望社会能
更宽容一些，多给他们一些机会。”肖三耳说，帮助戒毒
人员真正回归社会，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不危害社会，
才是社区戒毒的终极目的。

采访时，肖三耳接了一个电话，一旁的记者，都
能听到对方感激而激动的语气。这是戒毒人员阿武

（化名）的母亲打来的，阿武已经顺利工作一个多星
期了，他的母亲看到儿子时隔数年后重新找到工作，

喜极而泣。
“阿武在社区戒毒表现挺好的，几次谈话下来，我

们了解到阿武以前是汽车维修工，手艺不错，他想回原
来的汽修厂上班，但人家知道他有吸毒史不要他。我
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去汽修厂跟老板沟通，一开始吃
了闭门羹，老板一直说不可能再给他工作机会。”但社
工们没有放弃，也请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帮忙沟通，后来
老板态度软了下来，阿武也积极承诺不再碰毒品，好好
工作，最终获得了这个工作机会。

阿志（化名）原本经营一家奶茶店，由于两次吸毒
被抓，奶茶店便疏于管理，很快倒闭。进行社区戒毒
时，阿志表现不错，但无所事事的他有点慌。“其实他家
里做生意条件不错，家里人都对他绝望了，不管他了。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门找他父亲沟通，后来他父
亲勉强同意让他帮忙家里进出货，并给他一段试用期，
我们也一直敦促阿志，他表现越来越好，现在不但通过
他父亲的试用期，还成了业务骨干。”

“吸毒，圈子就越来越小，戒掉了，圈子才大了，门
路就多了。”这是黄亚炉经常跟戒毒人员说的一句话。
在社工的积极努力下，不少戒毒后表现良好的人员都
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本报记者 周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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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所有人看来，一旦吸毒，如同坠入万丈深渊。
而复吸—戒毒—复吸，如此的往复循环，似乎是瘾君子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他们自暴自弃，亲人和朋友也不再相信他们。就在他们陷入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时，社区戒毒工

作站的社工拉了他们一把。
“社区戒毒，不单单是管控这些从强制戒毒所出来的人员，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从心理上戒毒，让

他们真正远离毒品，重新回归社会。”这是社区戒毒的终极目的。肖三耳在芗城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集
中管理工作站当了8年社工，看着社区戒毒数据中逐年下降的复吸率，他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有信心。

6月是全民禁毒月。在6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走进芗城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集中管理工作站，了解
戒毒社工们帮助吸毒人员回归的看似平凡、却又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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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您好，再跟你们确认一下张某某出来的时间
……”每天早上，肖三耳来到社区戒毒工作站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戒毒人员的相关信息，与戒毒
所工作人员确认戒毒期满人员出来的具体时间。随
后，他拿出手机，将信息一一输入到手机备忘录。

“年纪大了记性比较差，还是提前记好才不会出差
错。”肖三耳笑着说，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好几
年。备忘录上的时间一到，肖三耳便和同事来到强制
戒毒所，接强制戒毒期满人员，与他们签订《福建省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书》。

为什么要这么做？“按照相关规定，因吸毒被行政
拘留或强制戒毒期满后，都要进行社区戒毒三年，我们
要与这些戒毒人员签订《协议》，告知他们进行社区戒
毒的相关义务和事项，让他们定期到工作站报到，”肖
三耳说，如果没有及时对接，有时候就找不到人了，这
样工作就很被动。

细致、考虑周到是肖三耳多年来的工作习惯。8年
前，他从芗城公安分局办公室的工作岗位退休后，便来
到社区戒毒工作站，成了一名戒毒社工。“我的强项是
档案管理，电脑文书，还有沟通、协调工作，这个岗位适
合我。”退休后本应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肖三耳却依
然奔忙着，而且越来越有干劲。

戒毒人员签订《协议》后，每个月都要按时到社区
戒毒工作站报到，社工们要与他们谈话，要了解他们的
近况，并采集他们的毛发和尿液样本送检。

每个月都有 200 多名戒毒人员到芗城区社区戒毒

工作站报到。大多数都会主动报到。个别没有主动报
到的，社工都要电话联系，电话联系不到，便要上门去
找。“之前有个年轻人，一开始每个月都来报到，突然有
一个月音信全无。”社工陈惠玲说，当时是酷暑天，为了
找这个年轻人，她几乎天天在各小区爬楼梯，那两三个
月瘦了十来斤。后来才知道这名年轻人是因为工作原
因搬家和换联系方式，并非复吸逃避社区管控，陈惠玲
松了一口气，耐心地与他沟通，说服他按时到工作站报
到。“当确认他没有复吸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长时间
的辛苦都值了。”

对于陈惠玲来说，工作中，最心痛的就是听到戒毒
人员复吸的消息。“前不久一个女孩子，本来每个月都来，
都戒得很好，她也很开朗，我们对她都很有信心，前几个
月突然不来了，打电话给她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后面我
们才知道她又进去了，真是太可惜了。”陈惠玲摇摇头说，
那几天，她又郁闷又惋惜，心情差得吃不下饭。

“为了来报到，大多数戒毒人员都不敢再复吸，因
为一复吸就会被检测出来，又要进去强制戒毒了。”肖
三耳说，别看毛发和尿液采集是常规工作，但有时也需
要和戒毒人员“斗智斗勇”，之前有个戒毒人员为了逃
避毛发检测，去工作站报到前，把头发剃了个精光，采
集样本时，工作站的几名女社工束手无策，正当这名戒
毒人员以为可以“躲过一劫”时，肖三耳走了进来，让他
把裤脚卷起来，拿起剪刀，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脚毛剪下
来作为样本送检。

☉本报记者 周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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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戒毒人员经历两年强制戒毒后，生理上
已经戒了毒。他们复吸，是因为心理上的毒戒不掉。

“吸毒人员出来以后，他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没有工作，家人、朋友对他们的态度也变得不一样，
他们会感到无助、茫然、脆弱，这时，就很容易和以前的
毒友又走到一起。”社工黄亚炉退休前，是芗城公安分
局的一名刑警，以前的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吸毒人员，十
分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于是，社区戒毒工作中看似很常规的谈话环节，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每个戒毒人员每个月到社区戒毒工
作站报到，社工都要与他们谈话。表面上看，谈话只是
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鼓励他们积极健康生活，但实际
上，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如何取得戒毒人员的信任，
让他们对社工敞开心扉说实话，社工们都要费不少工
夫。“要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吸
毒的原因，与父母家人的关系等等，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制订谈话计划。”黄亚炉说。

“刚来的时候，找他们谈话，他们大多态度敷衍。
我们就要有耐心，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情况，找准切入
点跟他聊，慢慢赢得他们的信任。”黄亚炉介绍，曾经有
名戒毒人员阿东（化名），因二度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
他虽然有戒毒的想法，却时常有毒友纠缠诱惑他。在
一开始的谈话中，他态度冷漠，不肯跟社工说实话。有
着多年刑侦经验的黄亚炉“嗅觉”特别灵敏，他在谈话
中捕捉到一个信息：阿东似乎很在意妻儿。黄亚炉便

从这一方面入手，与阿东聊他妻儿的生活及未来，深深
触动了阿东的内心，也坚定了阿东戒毒的决心。

社工们的谈话对象不只是戒毒人员，还包括他的家
人、亲友。“大概是在三年前，一个才 15周岁的女孩子，还
是学生，看上去很乖巧，跟同伴一起玩被拉下水，第一次
吸毒就被警方抓到，因为还不到拘留的年龄，就被带过来
社区戒毒。当时孩子还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吸的冰毒
的危害性。正当我们要教育她时，她父母赶了过来，一个
巴掌扇过来就要打孩子，我们赶紧劝住。这时，除了教
育孩子，和父母沟通同样重要。”肖三耳把孩子的父母
请到另一间谈话室，让他们先把情绪控制下来，“孩子
正在叛逆期，最重要的是引导，这个时候她知道自己犯
了错，却不知道这个错误的严重性，你们回去一定要多
关心她。如果父母亲都不能给她机会，还有谁给她机
会……”在肖三耳的劝说下，这对父母感到愧疚，称自
己平时对孩子关心太少。而孩子在另一位社工的教育
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当场嚎啕大哭起来，正当她
担心要如何面对父母亲时，她的父母已经想通了，上前
轻轻地抚了抚孩子的头。

“经常有父母、丈夫妻子、兄弟姐妹或男女朋友陪
同戒毒人员过来报到，我们也要和他们一一谈话，除了
进一步了解每个戒毒人员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让他
们的家人、亲友多关心、鼓励他们，让他们恢复信心，真
正从心理上戒毒。”肖三耳说。

☉本报记者 周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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