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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身瘾易，戒心瘾难，很多人从强制
隔离戒毒所回归社会后，很容易重归原
来的毒友圈，再次沉沦。近期，山东鲁中
强制隔离戒毒所对1263名解除人员进
行回访调查，发现能否保持好的操守也
就是戒除毒瘾，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包
括个人意志、家庭关照、能否脱离毒友圈
以及社会支持机制是否健全。迈过这四
重门，他们就能真正凤凰涅槃，获得新
生。

最难的就是摆脱“心瘾”

“毒品这东西，最难的就是摆脱心理
依赖，”戒毒学员任某说，一旦生活遇到
了什么挫折或者失败，就想再次通过毒
品来解脱。老家东营的任某大学刚毕业
那会，结交了一些不良的朋友染上了毒
品，之后成功戒掉。他白手起家创业，两
年挣了三百多万元，成为当地创业明星。
但因为投资理财失败，第一桶金全部付
诸流水，郁闷之际再次吸毒，从此彻底沦
陷，目前正在戒毒所戒毒。
民警说，吸毒人员戒除毒瘾难的根

本是内在原因，也即毒品的致放松或兴
奋作用及机体对毒品所产生的心理依
赖。回归社会后经受工作和生活压力时，

很容易走上复吸道路。这些人复吸很多
是由于陷入心理压力、情绪不稳等情境，
特别是在受到歧视，内心烦躁时，没有足
够的应对技能，只能再次求助于毒品。

更盼得到家人关爱

“最后一次，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你相信我”，这是几年来胡某对妻子说过
最多的一句话了。对于吸毒的家属而言，
他们无数次选择去相信，一再希望胡某
能戒除毒瘾。但是胡某仍然不顾家里只
有5岁的孩子，沉溺于毒品不能自拔。无
奈之下，妻子亲手将他送进了戒毒所。
民警介绍，家庭成员是监督吸毒人

员戒断毒瘾的第一责任人，家人对复吸
人员的冷淡或照管不到位是引发复吸的
重要因素。吸毒者曾给家庭造成了巨大
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不少亲人感到
绝望，而且有的家庭还受到周围邻居、同

事的嘲笑，使得家人从最初的同情、关心
变为愤怒、失望，甚至导致父母不认，妻
子、儿女离去，缺乏家庭的关爱和慰藉。
民警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在染上毒

品的人群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庭
教育的缺失。生长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
孩子，没有人来给他们指引，非常容易染
上毒品。染上毒品以后，处于这样的家庭
环境中的出所回归人员大多心灰意冷，
无所寄托，进而重新选择毒品来找到归
宿。

最怕接触原先朋友圈

很多人内心有强大的意志力，但是
如果能接触到毒友，那么很可能再次沦
陷。“戒毒人员最怕的是接触到原来的朋
友圈，”民警说，戒毒人员被强制隔离戒
毒后回到社会，由于因吸毒导致的自卑
感强烈而隐蔽、内心孤独，在人际交往中

受到歧视和冷落容易导致其很难融入到
新的朋友圈。
在正常的交友失败后，往往容易重

回原来的朋友圈，加上自身意志不够坚
定，往往在“毒友”的诱惑下就会重操旧
业，再一次跨入吸毒的门槛。据调查，复
吸戒毒人员的吸毒朋友平均数量高达4
人，77%的复吸人员出所后和毒友都保
持着联系，走上复吸道路。
为了不让戒毒人员回到社会之后复

吸，经过戒毒干警们的努力，一些吸毒人
员也通过了一些技能考试，并且拿到了
例如电工或者焊工之类的专业证件资
质，通过劳动，让这些吸毒人员重新认识
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截至目前，已有566
名戒毒人员参加培训，488人获得技能
证书和学历证书，为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后顺利就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社会支持机制还需健全

当前，对戒毒人员的社会歧视还不
同程度的存在，往往使他们将社会经历
不顺利转化为心理负面感受。在没有专
业的管理机关和帮戒机构及时介入时，
戒毒人员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积极戒毒，
很容易走上复吸的道路。
一般情况下，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

后续照管工作，主要由社区、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来做，但这些机关专业工
作人员配备少，资金保障缺口大，管理责
任、工作措施弹性大，造成戒毒人员脱管
率很高。通过个别访谈了解，多数戒毒人
员对政府部门有关鼓励和安置解除戒毒
人员的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不知晓，不
清楚找哪些部门求助。民警说，从戒毒所
出来只是开始，要彻底戒除毒瘾需要家
庭、社会承担更多责任，给予他们更多的
支持和监督，才能让吸毒人员真正回归
社会。

彻底戒毒瘾，需过四重门
对1200余名解除强制戒毒人员回访调查发现，防止复吸还需家庭、社会更多支持

戒毒人员学习制作中式面点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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