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海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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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渡沟坎
戒毒学员戚东（化名），进入戒

毒所时  岁，曾是一名高材生，研
究生就读于国外知名大学，却因交
友不慎误入歧途，不但堕入毒品深
渊，还染上了艾滋病。

这在吸毒人员中很常见。据统
计，近年来上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新收戒的人员中，病、残者占有相当
比例。他们不仅被毒品夺走了健
康，还被家庭抛弃，受人冷眼。但在
陆海东的心里，他们都是病人，是应
当被平等对待的生命。

陆海东亲眼看到戚东的无
助，也尝试去了解他的人生：戚东
 岁时母亲就过世了，之后父亲再
婚有了新的家庭。有人说，原生
家庭的不幸，要用一辈子去治
愈。从小失去了父爱母爱，由姑
母拉扯长大的戚东，格外渴望亲
情的温暖。

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后，戚东
努力联系家人，希望在人生最脆弱
时得到心灵慰藉。可一封封寄出去
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应。

一天深夜，陆海东接到戒毒所
电话：戚东全身脏器严重感染被紧
急送医。他迅速叫上同事赶往医
院。救治期间，陆海东丝毫没有顾
及戚东是艾滋病患者，一次次将他
从轮椅抱上检查床，检查完后再抱
回轮椅。因为体温低，戚东的氧饱
和度始终测不出，陆海东就在一旁
不停地帮他搓手……

陆海东明白，对于躺在病床上
的戚东来说，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
人的关心。陆海东一次次拨打戚东
父亲的电话，最终说服他从老家赶
来医院探望。

放下电话，陆海东松了一口
气。此时，他看到戚东的嘴唇在微
微颤动，凑过耳去，听到不断重复的
两个字：“抱抱。”从警多年，陆海东
听到过各种奇怪的请求，但要抱抱
的还是第一次。他的耳边又传来戚
东断断续续的声音：“陆管教，我很
冷……你可以像爸爸那样……抱抱
我吗？”

看着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多少的
戚东，陆海东毫不犹豫地紧紧抱住
了他，同时在他耳边轻轻地将他父
亲正连夜赶来的消息告诉了他。很
快，戚东平静了下来，在陆海东的怀
里沉沉睡去。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今年  
月，吸毒者王成（化名）被强制戒
毒。  年前，王成得过脑胶质瘤，
在外地开过刀。被强制戒毒后，他
千方百计想要逃离，脑病也开始“反
复”发作。

这种病的发作很像发癫痫。每
一次，王成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每一次，哪怕是深夜，陆海东和同事
们都会第一时间到场，把王成送医
治疗。奇怪的是，王成的病发作得
越来越频繁，到后来一天要发作三
四次，一个月发作了   多次，令陆
海东和同事们疲惫不堪。

陆海东想方设法帮王成联系三
甲医院的专家会诊。结果发现，王
成确有病史，但从目前的病情来看，
不该频繁发作。陆海东和同事又辗
转联系到当初给王成开刀的主治医
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究竟是进入戒毒所后的应激反
应，还是王成在装病逃避戒毒？大
家心里有疑问，但并没有拆穿，反而
在生活上更加关心王成，帮他联系
家人探望，还关照其他学员多照料、

多帮助。
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初因病痛

选择放纵的王成，感受到了久违的
人间温暖。他开始积极参加戒毒所
的各种活动，发病次数也“断崖式”
减少，最后连续几个月都不再发作。

一次，陆海东无意中听到王成
安慰别的戒毒学员：“在这里，如果
你真的有病，政府肯定会帮你治的，
不用担心。”那一刻，陆海东笑得特
别开心。

关爱吸毒人员只是第一步，更
重要的是帮他们重塑人生，让社会
重新接纳。在市禁毒办的支持下，
陆海东牵头联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
务总社，建立了禁毒社工驻所工作
机制，串联起戒毒所、社会组织和帮
教对象，同时与职业培训机构合作，
开展水电维修、医疗照护、家政管
理、餐饮服务、物业管理等技能培
训。截至目前，已有   余名戒毒
学员通过培训考试获得国家认证的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前不久，回归社会的戚东专程
回到戒毒所，开心地告诉陆海东：他
在社区帮助下找到了一份稳定工
作，已经能够自食其力，父亲和家庭
也重新接纳了他。曾经冰冷的心，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二 渡迷途
看过越多被毒品荼毒的人生，

就越对毒品犯罪深恶痛绝。陆海东
知道，打击犯罪切断源头，才能让更
多人免受毒害。而戒毒所看似禁毒
战争的“大后方”，其实也是打击犯
罪的“第一线”。

今年  岁的陆海东，在大多数
人眼里，已是功成名就：他多次立功
受奖，不仅入选公安部监所管理专
家人才库，还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

但陆海东从未想过“躺平”休
息。数十年如一日，他每天早上7
时到单位，晚上 时办公室还亮着
灯。他不断研究档案数据，与办案
部门密切协作，专注于毒品交易方
式、运输方式、购买平台等重要线索
的搜集、传递。他的协助破案数在
监管系统一直遥遥领先。

前不久成立的“海东工作室”，
前身是一个  人团队。除了陆海
东，其他  名同事都是他的徒弟。
多年来，是陆海东对禁毒事业的无
限热忱，对“天下无毒”的孜孜以求，
感召着这群年轻人，坚定地站到了
陆海东的身边。

两年前，新警带教签约仪式上，
  后小伙康伟成了陆海东的徒
弟。每次带新徒弟，陆海东都会详
细了解对方性格、兴趣和特长。他
深知，年轻人喜欢挑战，拒绝按部就
班、循规蹈矩。

为了带好康伟，陆海东用情景

教学的方式，在真实环境中讲授监
所管理制度、标准、流程。尤其是在
自己擅长的协助破案领域，他搭建
案例分享数据库，引导小康提升能
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在陆海
东言传身教下，从警仅一年，康伟就
正式担任了管教民警。

一次，康伟翻阅戒毒学员王力
（化名）档案时，发现其中“毒品来
源”一栏并未填写。“师父和我说过，
毒品来源是新收档案中的必填项
目，避重就轻肯定事出有因！”康伟
将这个细节告诉陆海东。在陆海东
指导下，他与王力多次谈话，不懈周
旋，不断查证，最终获取了王力贩卖
毒品的关键证据。这也是康伟在管
教岗位上协助破获的第一起案件。

从平常中发现异常，是陆海东
特别强调的能力。前不久，工作室
另一位民警李宁宁发现，她管理的
戒毒学员谢兰（化名）原本性格外
向，最近却郁郁寡欢，与男友每周的
书信往来也戛然而止。

通过其他学员李宁宁了解到，
谢兰男友的最后一封来信中提到过
要“回安徽老家照顾母亲”，谢兰看
了之后，就开始终日以泪洗面。李
宁宁觉得事有蹊跷，进一步调查发
现，谢兰男友是上海本地人，母亲也
早已过世。

李宁宁找陆海东商量，两人分
析研判认为：“回老家照顾母亲”很
可能是谢兰和男友之间的“暗语”。
陆海东和李宁宁找到谢兰，通过以
心换心的真诚交流，获得了谢兰信
任。最终，谢兰如实供述了“回家照
顾母亲”实为重操旧业、干回组织聚
众吸毒的违法勾当。有了这个线
索，办案部门很快将一个近  人的
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最近 年，陆海东团队累计转
递各类线索   余条，协助破案   
余起，其中  余起是涉毒案件。此
外，还查获网上追逃人员   余人，
许多违法犯罪嫌疑人刚被列为追逃
对象，就被他和同事查获。外省市
同行纷纷来取经，请教陆海东有什
么“秘密武器”“独门秘籍”。

其实，哪有什么“独门秘籍”，有
的就是那一腔执着和热忱。

三 渡未来
干戒毒工作  年，陆海东每年

都会整理一本台账，详细记录每位
学员的个人情况。近年来，陆海东
发现台账中的吸毒人员日趋年轻，
新型毒品也层出不穷。这让他心情
格外沉重。

“看着许多青少年在风华正茂
的年纪被毒品侵蚀，青春就此凋零，
真的特别难受。”陆海东认为，相比
缉毒和戒毒，提前做好禁毒宣传和
预防教育，让更多年轻人远离“第一
口毒”也尤为重要。他由此萌生了

让更多人“走进来”参观，让禁毒知
识“走出去”普法的想法。

在戒毒所的支持下，陆海东带
领团队梳理典型案例，拍摄推出了
多部《我和毒品的爱恨情仇》禁毒宣
传短视频。他还带领同事们走进校
园、走进社区，向广大师生、人民群
众开展禁毒宣传。与此同时，他在
戒毒所内开办禁毒展览馆，定期更
新戒毒故事、毒品实物和禁毒成果，
每年接待各类参观者上千人次。

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到被毒品摧毁后的人生是怎样
的；了解到原来大麻和可卡因能伪
装成“巧克力”，会被制成看似普通
的“电子烟油”“曲奇饼干”，冰毒会
被包装成“奶茶”和“果冻”等；了解
到什么是新精神活性物质，以及它
们的欺骗性、迷惑性和危害性，提升
了禁毒防毒意识，增强了与毒品犯
罪斗争的经验。

去年，戒毒所来了一位特殊的
参观者，高中生李峰（化名）。李峰
不是吸毒者，为何会被亲生父亲送
来接受教育？这背后有一个让人惊
悚的故事。

李峰是一名学霸。父亲是化学
教授的他，家学渊源，也爱上了化
学。他不但博闻强记，而且动手能
力也特别强。此前在一些影视剧中
看到犯罪分子用化学方法合成毒
品，他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

可怕的是，李峰没有满足于好
奇，而是通过社交软件从境外购买
了化学品，然后偷偷到父亲的实验
室尝试制毒，幸好被父亲及时发现，
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被警方查处
后，父亲担心不已。知子莫如父，他
明白仅靠说教，很难遏抑年轻人的
好奇心，一定要让他有感性认识，让
灵魂受到震撼。

那一天，李峰在戒毒所里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憾，他彻底明
白，毒品并不只是一堆分子式，而是
无数人生悲剧的源头。这是一个

“一点也不能碰”的禁区。
吸毒人员中“藏龙卧虎”。有的

能歌，登上过“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有的善舞，担任过全国舞蹈比赛的
评委……陆海东和同事们把他们组
织起来，成立了舞蹈队、乐队，丰富
戒毒人员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让他
们不至于荒废技艺。

一位音乐学院毕业的戒毒学
员，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写成
了一首歌曲，唱给所有人听。“告别
昨天的迷茫，放下空空的行囊，舞台
下空无一人，不再有人鼓掌，生命之
船迷失方向。”

听得出，歌词中依然透着迷
惘。但最后，他给这首歌取的名字
是《曙光》。可能，那是源于他对身
边这群“毒海摆渡人”的无比信任，
更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无限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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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东，上海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民警，与吸毒者打了  
年交道。

一名长期从事基层戒毒
工作的民警会看到什么？肉
身痛苦、信仰迷失、人生崩塌、
家庭破碎……这些年，陆海东
看过太多太多人生的黑暗面，
但他始终坚信，这世上有一些
东西会令你痛不欲生，也有一
些东西能把你治愈。

“与吸毒者打交道，不光
是帮他们戒断毒瘾，还要让他
们找回人生航标，找到人生彼
岸。”陆海东说，有帆也有岸，

才有归途，否则人生海海，迷
失的人就成了海上的幽魂。

陆海东为此奋斗了半
生。今年“ ·   国际禁毒日”
前夕，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
东工作室”挂牌成立。对于戒
毒所来说，这不仅是教育感化
的“主战场”，也是协助破案的

“主阵地”、新警成长的“试炼
场”、禁毒宣传的“演讲台”。

但在陆海东眼里，它更像
是一艘“渡船”，他和同事们都
是船上的“摆渡人”，升起温暖
和希望的帆，接引迷途，跨越
毒海，回归宁静的港湾。

本报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杨祺 赵丽

■ 协助破案■ 工作室挂牌（图中手捧牌匾者为陆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