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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多数吸毒人 口社会特征 的

变化来看
,

我们发现早期的吸毒者

基本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

是那

些富裕起来的人
,

他们把吸毒当作

群体的时髦特征和认同机制
,

即通

过吸毒行为本身使 自己成为某个群

体的成员
,

如
“

富人群体
” 。

随着时

间的推移
,

当吸毒的危害逐步表现

出来以后
,

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开

始远 离毒品
,

而吸毒行为便开始向

社会的下层人群扩散
,

成为他们 面

对社会变迁的麻醉药
。

这个规律并

不只是 出现在云南这样较早遭受番

品危害的地 区
,

而是 出现在几乎所

有受到毒 品侵扰的地 区
。

这就提出

了一个 问题
,

在打击版毒的强势压

力之下
,

为什 么吸毒行为能够
“

自

然
”

地艾延 ?

一个直观的解释就足
,

在过去

的2。多年的禁毒实践中
,

我们投入了

很大的精力
,

但并没有对应
。

那么到

底中国毒品问题的旋结在哪里呢? 经

过 四年 多对一些地 区毒品 问题的研

究
,

我认为症结在社会 约束机制

上
。

如果我们把版毒与吸毒当作是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话
,

那么从我所

掌握的资抖来看
,

我们在这两个方面

所花资的精力和资源足不匹配的
,

在

打击版毒方面花费得多
,

在禁吸戒毒

方面花费得少
。

我相 信一定有人会立 即提 出反

驻意见
,

认为在过去的20 多年里我们

花费了相 当的精力在禁吸戒毒上
,

如

我们建立 了多少戒毒所
,

对多少万吸

毒成鹿者实施了强制戒毒
,

对多少复

吸者实施了劳教戒毒
,

我们还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创建无毒社区活动等

蚤
,

不一而足
。

我要说的足
,

没错
,

在禁吸戒

毒方 面我们 的确作 了非 常大的努

力
,

而且努力的前半部分非常有成

效
。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
,

只要是在

戒毒场所度过了一个月的吸毒者
,

无

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

都可以在十天

左右完成生理脱毒
。

问题是
,

这些成

效被后续薄弱的社会 约束机制抵消

了
。

最终
,

绝大部分戒毒者重新回到

了吸毒者行列
,

为了维持 自己的吸毒

行为
,

他们还通过教唆他人吸毒进而

以版养吸
,

使一部分不吸毒的人成为

街的瘾君子
。

正因为如此
,

吸毒人群

的数童才会像滚雪球一样
,

越滚越

大
。

那么
,

这个薄弱的社会约束机

制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
,

就是社 区

禁毒工作
。

根据我们的调查
,

戒毒人

员在戒毒场所进行 了3至 6个月的强制

戒毒以后
,

都直接回到 了家里
。

虽说

有管区民警和居委会的监甘
,

但一个

居委会少则几千人
,

多则上万人
,

管

区民誉只有一人
,

居委会也只有 3至 5

人
,

而且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下
,

上面

千根线
,

下 面一根针
,

他们根本就没

有多少精力能够放在回 家的戒毒人员

身上
。

根据我们对戒毒人 员的多项调

查
,

在场所戒毒结束之后的一段时

间
,

戒毒人 员的心理状态非常不稳

定
。

可是
,

在这些人回到家庭以后
,

除 了民誉
、

居委会和家庭以外
,

根本

就没有其他的社会力全介入这项 工

作
。

换 句话说
,

在戒毒人员心理不稳

定时期
,

没有有效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造就了居高不下的复吸率和不断增长

的新生吸毒人 口
。

还有
,

尽管根据戒毒人员的反

映
,

管区民誉和居委会成员是与其接

触最多的社会力1
,

但根据我们对管

区民警
、

居委会成员以及社区工作人

员的多项调查
,

他们不仅可 用于与戒

毒人员接触的时间有限
,

而且处理戒

毒人 员心理津碍的能力和知识严重缺

乏
。

也就是说
,

即使与戒毒人 员经常

接触
,

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效

果
,

除非像包头的管区民誉那样
,

用

时间来泡那些戒毒人员
。

必须说明的

是
,

包头的做法是绝大部分地区没有

条件仿效的
。

对吸毒人 员初次吸毒状况的调

查说明
,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说
,

他

们尝试吸条的时候要么根本就不 了解

毒品的危害
,

要么对毒品的危害一知

半解
。

为什 么我们做了那么多的禁毒

宣传教育工作
,

成效并不显著呢? 原

因也才民简单
,

就是宣传教育工作并没

有找到把相关知识内化为社会成员日

常知识的入口
。

时人的社会化的研究

告诉我们
,

基于日常生活的教育如中

国传统意义上的
“

家…教
”

是最有效的改

变人们生活知识的手段
。

而我们衬一

般社会成 员的调查却告诉我们
,

人们

时禁毒相关的法律
、

规范和毒品可能

带来的危 害等知识的 了解也非常有

限
,

仅有的知识基本上来自于大众传

媒
。

换勺话说
,

社区性的禁毒教育应

该是最有效的使所有社会成员了解毒

品危害的策略
。

但这又
·

洽恰是我们的

薄弱环节
。

由此
,

如果我们要反思 中国20 多

年的禁毒实践的话
,

我更倾向于从战

略的层 面提 出
,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

力和资源用于以社区为塞础的禁吸戒

毒
,

从戒毒者入手解决复吸率问题
,

进而解决新生吸毒人 口增长问题 ; 从

姜缩毒品需求入手解决贩毒
、

种毒与

制毒问题
。

而社区禁毒的入手点应该

放在增强社区禁毒能力和加强社区禁

毒 力童方面
,

通过培育具有职业能力

的社区禁毒力1 如家庭
、

离退休人员

和社区工作者
,

在人类生活的基拙场

所筑起一道抵制毒品的防护墙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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