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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矫治方式多样化分不开

今年3月以来，在省统计局的指导下，省禁毒办联合省戒

毒管理局在全省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以下简称解除出所

人员）中开展了“大回访、大调查、大帮扶”活动。本次回访调

查历时3个多月，调查对象主要是从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

所解除出所满3年的本省籍及现居住地在浙江的外省籍戒毒

人员。此次被回访调查的解除出所人员中，未复吸率达

95.65%，而2014年回访调查的未复吸率仅为26.97%，数值提

高了约2.5倍，整体形势向好。

近年来，司法行政戒毒场所教育矫治方式方法通过不断

探索，建立以政治教育为统领、以法治教育为重点、以道德教

育为核心、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技能教育为必备的“五大教

育”新格局，由原来单一的习艺劳动、行为表现作为主要手段，

转变成由戒毒医疗、心理矫治、教育矫正、康复训练、职业技能

培训、个别教育、家庭关系修复等全方位全过程戒治，同时一

大批绿色、安全、非侵入性的科学戒毒新技术新方法相继研发

并投入使用，如VR-tdcs毒瘾矫治项目、经颅磁治疗、戒毒康

复操、行为回避训练、环境音乐治疗等。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认为所内戒治效果对自身最有帮助的选项中，选择科学戒毒

项目有帮助的占55.03%，占比超一半以上。

戒毒所的戒毒项目一直在转型、发展，我省司法行政强制

隔离戒毒所内的毒瘾戒断率也连续多年保持在100%。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力度还需提高

回访调查中，未复

吸人员保持操守（即未

复吸，下同）的原因，集

中在这几个因素的正

向反馈上：充分认识毒

品危害性、戒除心瘾、

环 境 影 响 、家 庭 支

持等。

从数据上看，回归

社会后的解除出所人

员对“重新开始”的渴

望度非常高，完成强制

隔离戒毒出所后，想到

的第一件事里，69.99%

的人选择“摒弃老路，

重获新生”，21.2%的人

选择“回家，与家人团

聚”。但是，在回归社

会后转入戒毒康复期

间，有大约36%的人会

产生不好的情绪，感到

压力大、缺乏信心、空

虚内疚。

老李（化姓）是一

名年龄较大的回访对

象，当年，他患有肝病，多次求医问药，未见好转，且因为他的

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死于肝病，他对疾病极度恐惧。一次偶然，

他听信了旁人说的“以毒攻毒”，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吸

毒。从戒毒所出来后，家人发现老李明显减少了与人打交道

的频次，“吸过毒”被他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愧疚、烦闷、害

怕等情绪经常包裹着他。所幸，家人及时关注到了老李的情

绪，关心他、鼓励他，给了他远离毒品的力量。

但也有些人因为“心事无处诉说”而复吸。“在戒毒场所

内，戒毒人员对自身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觉察能力，且遇到问

题时往往有明确的求助意愿。但放在社会和家庭这个多环境

因素的背景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往往被藏在‘隐秘的角落’里，

缺乏关注和干预。”参与调查的省戒毒局民警说。

回访调查结果显示，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接受过

固定帮教活动的有6928人，占总数的90.50%。在解除出所

人员认为最有帮助的帮扶项目中，定期不定期的尿检占

37.8%，家人鼓励和监督的占23.28%，村（居）委会干部经常谈

话的占12.34%。这表明，除了检测技术的威慑外，家人的鼓

励和监督、村（居）委会干部的个别谈话和心理咨询是帮助解

除出所人员保持操守的主要抓手。

另外，能够成功再就业，也是解除出所人员保持操守的关

键之一。调查显示，解除出所人员自主创业的比例占

22.42%，大于在外工作的比例。

“参与调查很明显的感受是，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不

断趋于完善，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力度还需提高，各方力量协同

作用，才能进一步提高戒毒工作的成效。”省戒毒局民警说。
戒毒所民警来到社区为解除出所人员上课

浙江吸毒人数首次退出全国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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