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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个
针对吸毒人员未
成年子女的3年守
护行动收官

一个都不能少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我
们不谈“瘾君子”，而是聚焦他们
背后一群无辜的孩子。他们因
为长辈吸毒，有的跟着父母东躲
西藏流离失所，有的身心遭遇严
重创伤，被迫生活在隐蔽的角
落。就在本月7日，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刚刚公布了
一则案例，一名沉迷毒品的母亲

将两名幼女锁在房间月余，导致
双双饿死，引发网友热议。
在上海，阳光正照进这些

孩子曾经暗淡的生活。2020年
3月，上海市禁毒办牵头，市民政
局、市公安局、市教委等11个部
门参与，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吸
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实
施方案（2020—2022年）》，正式

启动本市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3

年关爱行动（以下简称“关爱行
动”），这也是全国首个针对吸毒
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守护行动。

今年是关爱行动的收官之
年，记者走进多个涉毒家庭、社
工站等，倾听当事人、社工、禁毒
民警等人的心声，听他们讲述
“一个都不能少”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清单中涉
及的户籍、入学问
题全部解决，重病
残疾问题除5人暂
不符合救助条件
外，其余全部解
决，解决率达到

   关爱每
一个儿童，就是守护
好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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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沉的暴雨，偶
尔被那太阳灿烂的光线刺穿。

——波德莱尔《恶之花》
琪琪（化名） 岁，家住虹口区广中路街道

的一处老公房里。七弯八拐来到家门口，按
响了门铃，却没有声音传来。“他们家几乎都
是聋人，所以门铃没有声音，只能通过看。”一
会儿的工夫，门开了，电视机里喧闹的动画片
声音也随即传出。身着旗袍裙，搭配花边袜、
小皮鞋的琪琪正专心致志看着动画片，看到
兴奋处手舞足蹈。“琪琪父母外公外婆都是聋
哑人，她听力很弱，虽然能发出声音，但长期
生活在无声世界里，没有学习语言的环境。”

琪琪家两室一厅不算大，但收拾得整整
齐齐。看到社工孙蕙芳，琪琪马上亲热地上
来叫“外婆”，看到给她带来的米奇毛绒玩具
更是爱不释手。琪琪爸爸在饭店里上夜班，
早上刚刚下班回来，琪琪马上搂着爸爸的脖
子发起了“嗲”，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温馨
的场景放在几年前，简直不可思议。

那时候，琪琪的妈妈、外公都是瘾君子，
外婆也曾因为容留他人吸毒被处理过。琪
琪有个比她大 岁的哥哥，琪琪妈妈把怀孕、
生子当“护身符”，社区戒毒多年也没有戒
断，对社工避而不见。直到     年，国家

“应收尽收”等禁毒举措执行，琪琪外公和妈
妈先后被强制隔离戒毒。一家只剩下外婆
带着两个孩子，偏又遇上“套路贷”，眼看仅
有的一套房子面临被卖掉的风险。当社工
再次上门关心时，走投无路的外婆无奈之下
发出了求助。

依托上海市禁毒办推出的“吸毒人员家
庭子女关爱行动”项目平台，自强虹口工作站
组织社工仔细分析了这个家庭的特殊情况，
决定除了“救急”，还以“关爱宝宝”为切入点，

“撬动”大人的戒毒
意愿。

“现在政府正在
‘扫黑除恶’，你们敢
为非作歹，政府部门
就 会 马 上 出 动 打
击！”在居委会调解
室里，战战兢兢的琪
琪外婆在社工等人
的“撑腰”下，和“套路
贷”分子对话，最终
拿回了房产证。

打开了房门，家人的“心门”也渐渐
打开。社工在交流中发现，琪琪的哥哥
听力、说话都正常。当时 岁的琪琪看
似对外面世界茫然无感，但社工敏锐地
发现，琪琪是可以发出声音的，趁着
孩子小是否还有救治的希望？

于是，在禁毒社工牵头下，残
联、妇联、民政、平安办等多部门召
开了联动会。有关部门为琪琪完
成了听力检查以及残疾证、阳光

宝宝卡、医疗费用报销等申请。医疗
费用报销解决了她看病的后顾之忧，阳光

宝宝卡则可以让她获得康复训练课程。“当
时九院的院长素昧平生，听说琪琪的情况
后专门为她组织会诊。在人工耳蜗和助听
器之间，医生仔细研究后认为安装助听器
更适合她，为她精心定制了助听器。”社工
带来好消息，测试显示，琪琪的智力高于同龄
人水平，如果听说能力达标，有望进入正常孩
子的学校就读。愁云惨淡的一家人，眼前骤
然有了一道光。

琪琪禁毒小使者的“撬动”效果也开始显
现。“强制隔离后，我感受到和家人分离及失
去自由的痛苦，非常后悔过去浑浑噩噩的日
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琪琪早点康复，在家
门口的学校上学，还希望儿子的功课能跟上，
不要吃我从小没好好读书的苦。”琪琪妈妈用
手机打字和记者艰难交流着。

“过去因为单位下岗、经济困难，一时走
了弯路。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心里
特别踏实，不想再分开了。”琪琪外婆含泪在
小本子上写道。

到本月底，琪琪妈妈转入社区康复即将
满 年，可以正式“摘帽”了。现在每个周末，
都有志愿者来居委会给琪琪做康复训练、为
哥哥提供助学辅导。岁月静好、寻常人家的
幸福之门，正向这个家庭重新开启。

拜访结束前，问到琪琪的心愿，孩子用含
糊不清的话说了点什么，孙蕙芳为记者“翻
译”：“很多时候琪琪还搞不清对话和模仿的
区别，往往重复别人的话。但这句话很明白，
她说想要学跳舞。”说话间，琪琪美美地转了
个圈，裙裾微扬，小小的梦想徐徐升腾……

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
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

——博尔赫斯《等待》
宝山月浦镇，“关爱之家工作站”里，染着

红发、戴着口罩的女子范范（化名）默默坐在
沙发上。记者问她能否拍照，她同意了，只是
要戴着口罩，因为“牙齿掉了，脸也变形了”。
她的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年轻时候你应该挺
漂亮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年轻时候

不懂事走了弯路，悔得肠子也青了。那些年
过的日子，真的是没人性。”

“是遭遇过没人性的事，还是指的自己？”
记者问。范范停顿了一下：“年轻时不懂事，
染上海洛因后无法自拔，干了太多不是人干
的事情，简直没人性。”她声音有点哽咽，“父
母从小把我当掌上明珠，家里本来条件不错，
从武汉来上海支援宝钢建设，后来气得回了
武汉。丈夫吸毒又贩毒被枪毙了。孩子跟着
我东躲西藏，  岁前没有上过一天学。”回忆
起那段不堪的日子，范范恍若隔世：“那时候
每天就想着去哪里弄点东西来，弄到了就往
手臂里扎针管，整个手臂都是千疮百孔的。
我们四处躲避在小旅馆‘打游击’，没有给孩
子做过一顿饭……回想起来，孩子和吸毒者、
艾滋病患者，各种人在一起混居过，居然没染
上恶习，烟酒不沾，也真是奇迹。”

虽说儿子没沾染上恶习，但在社会上几
乎是“隐形人”。为了逃避戒毒，范范不但不
办身份证，甚至没有为儿子上户口，读书更是
奢望。    年，范范被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戒毒期内，儿子晓坚（化名）被送入上海市儿
童看护中心照管。宝山区政法委禁毒室主任
王海东告诉记者，在强戒期间，社工到强戒所
看望范范，让她无论如何一定配合帮孩子办
好户口、回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孩子了！

从毒瘾中挣脱的范范，渐渐恢复了人间
清醒，也唤醒了久违的母爱。她答应社工严
琳，一出强戒所就去办身份证，给孩子上户
口。在此期间，禁毒办、教育局、社工等奔波
解决一个又一个“卡点”。范范没有固定居住
点，相关部门为她申请了廉租房，居委会为她
找到了宝山月浦镇的一套两室户房屋。一切
都安顿下来后，再把晓坚从儿童看护中心接
出来，将母子俩户口落到月浦镇的公共户口。

“回到家后，刚开始儿子不愿意理我，很
少和我说话，偶尔争吵时还会埋怨我。”说到
这里，范范红了眼眶。事实上，刚刚见到晓坚
的社工发现，孩子不愿意和人说话、性格闭
塞。好在孩子进入初中后，老师同学们给予
他很多包容和关心，化学甚至还考过班级前 
名的好成绩。晓坚渐渐有了朋友，愿意和妈
妈交流了，有时候还会和妈妈“提要求”。记
者注意到范范手臂上有个蝴蝶“文身”。“那天
儿子不肯吃外卖，非要吃我做的菜，不小心烫
到了，临时贴一下遮一遮。”范范嘴里虽是嗔
怪，眼里却满是幸福。

如今的晓坚已进入震旦学院学习。社工
告诉记者，当初初中毕业择校的时候，尽管学
费贵一些，但母亲坚持选择学习环境和条件
更好的震旦，自己找了一家上夜班的保洁工
作，天天晚上  时上班，次日早上 时才下
班。“虽然工作辛苦，但能让孩子继续读书就
好。只要他愿意读，我就供下去。”

范范已经两年多没有出现复吸现象了。
“过去我都是伸手向别人要钱，自食其力后才
深深感到‘手心向上’的难堪。前几天，有朋
友遇到困难，我还捐助了   元，有能力帮别
人的感觉真好！”范范说。

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只是我们要
学会怎样唤醒他们。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梦晓，上海知名电台主持人、全国十大民

间禁毒人士，曾主持过《相伴到黎明》《禁毒先

锋》等节目。在位于长宁区的上海梦晓心理
辅导支持中心（以下简称“心理中心”），她讲
述了参与关爱行动的来龙去脉。

“ 年前，得知市禁毒办推出关爱计划后，
我主动提出要关注这批孩子的心理问题。”而
调查数据也证明了她的直觉。根据    年 
月对上海市吸毒人员家庭情况排摸的统计数
据，上海市共有     名吸毒人员家庭中的
未成年人，其中主动提出需要心理辅导服务
的有   人，占比约 . %；其中又以 —  周
岁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为主，共有   人，占比
达到了  . %。

    年，心理中心承接了上海市禁毒办
的“吸毒人员家庭未成年子女身心成长照护
计划”项目。“我们列出了需要重点关注并开
展心理辅导的孩子共有   人，希望通过帮
助服务对象在自我身心修复、情绪管理、社会
认知融合力等方面的提升，陪伴这些特殊家
庭的孩子，走过人生湿滑地带，不再成为‘吸
二代’‘罪二代’。”

让梦晓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崇明的女孩欢
欢（化名）。当时她  岁，父亲是吸毒人员。

“在村里，家家户户几乎没有隐私。吸毒家庭
的烙印深深伤害着孩子幼小的心灵，她被确
诊患有中度抑郁，甚至还有自杀倾向和伤人
的行为。”针对欢欢的情况，心理中心制定了
靶向性心理支持计划，用“遇见、看见、听见”
的心理技术，帮助孩子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获
得心理上更坚强的韧性和信心。

去年 月的一天，是欢欢从精神卫生中
心出院的日子，刚出院就被心理中心的工作
人员接到了办公点。原来，工作人员为她布
置了生日会，还准备了女孩梦寐以求的盲盒
生日礼物。女孩喜出望外，喃喃地说，“除了
妈妈以外，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为我过生日”。
一场温馨的生日会，让她相信人间自有温情
在；随着定期心理治疗，病情逐渐稳定，生活
也慢慢走上正轨。

“心理问题并不局限于通常理解的抑郁
症等，许多吸毒家庭的孩子的性格养成也
有很多问题，不是短时间的心理辅导就能
彻底解决的，但通过专业的辅导，至少让他
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梦晓表示，
有女孩父亲被送去强制戒毒，女孩一来到
心理中心就向心理咨询师“卖惨”要钱，不给
钱甚至还扬言要投诉。

针对她的这一情况，心理中心为她“双
配”了两名心理咨询师，坚持原则的前提
下，和女孩“斗智斗勇”。最终女孩明白了做
人必须要有底线，应该用正当的手段争取
更好的生活。后来，女孩还来心理中心担
任过志愿者，体会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
快乐。

上海市禁毒办毒品预防处副处长郑雨清
介绍， 年来，上海各部门共为     名未成
年子女建立了服务档案，累计开展各类帮扶
救助     人次。其中，解决户籍问题  个，
入学问题  个，重病残疾问题   个，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重残无业补助、粮油帮困等救助
帮扶覆盖范围    人次。

“一个都不能少”，是关爱行动的初衷和
愿景。 年关爱行动虽然结束了，但对这些孩
子的呵护没有终点。“禁毒需要整合社会资
源，大家都跨前一步，对孩子们开展全方位关
怀。只有逐步完善托底系统，才能保障孩子
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郑雨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